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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合伙”既能让购房者得到
实实在在的优惠，对开发商而言，
也可以为楼盘提升人气，促进销
售，这不失为一种双赢之举。所
以这类形式的活动在市场上盛
行，但在盛行的同时，也存在诸多
问题。

比如：组织团购的机构或个人
是否存在诈骗、参与团购是否能享
受到实际优惠、开发商的承诺是否
如实兑现等都是购房者需要注意
的。为了规避这类纠纷的发生，业
内人士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消费
者对楼盘好坏的判断没有特别明

确时，在同等条件下，尽量选择品
牌开发商，因为品牌开发商相较一
些小房企，有更多可以信赖的地
方。

提醒购房者在出手前对活动组
织者进行充分了解，避免上当受
骗。 （段晓芳）

27日，央行发布2014年
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
计报告显示，三季度末，金融
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79.58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2%，增速比上季末低 0.8
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贷
款增长较快，房地产贷款余
额16.74万亿元，余额16.7万
亿元，同比增18.2%，明显高
于全部贷款增速，但速度较
上季末降低1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三季度末，主
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
机构、外资银行人民币房地
产贷款余额16.74万亿元，同
比增长18.2%，增速比上季末
低 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
加 2.11 万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2130亿元。其中，房产开发
贷款余额4.18万亿元，同比
增长22%，增速比上季末低
1.7个百分点；地产开发贷款
余额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7%，增速比上季末高3个
百分点。个人购房贷款余额
11.12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5%，增速比上季末低 0.9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加
1.33万亿元，同比少增400亿
元。

住户贷款增速下滑尤为
明显，三季度末，全部金融机
构 本 外 币 住 户 贷 款 余 额
22.52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2%，增速比上季末低 2.1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加
2.66万亿元，同比少增4165
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在房
地产市场的调整下，贷款结
构也发生了改变，保障房贷
款一举超过1万亿元。

对于房地产贷款增速的
下滑，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
专家表示，一方面房地产市
场下滑，风险加大，银行加大
对房贷的管控；另一方面，则
是高库存下，房企投资意愿
降低减少贷款。

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时隔三年70大
中城市房价再现全面环比下
跌，在此影响下，房地产投资
逐渐走淡。1至9月份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同比名
义增长12.5%（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11.7%），创 5 年来
新低。较2013年同期19.7%
下降7.2个百分点，降幅近三
分之一。与此同时，房地产
开发景气指数仅为94.72，比

上月回落0.07点，为2012年
11月以来，近21个月最低值，
这也进一步凸显我国房地产
投资意愿的降低。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
所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指
出，对商业银行而言，既要充
分认识到房地产市场调整带
来的短期冲击和局部风险，
应因地制宜，深入分析各地
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结构及增
长潜力，扩大对房价比合理、
泡沫和风险较小区域的进行
信贷投放。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
员温彬在接受《经济参考报》
记者采访时也认为，房地产
贷款增速下滑在意料之中。
从房地产开发贷款方面来
看，今年二季度以来，房地产
市场形势趋于恶化，开发商
库存上升，从银行的角度而
言，其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
策略也趋于谨慎，除了一些
大房企之外，对于中小房企、
二三线城市的房企或是房地
产过剩地区的房企态度都更
为保守，除了对新增贷款量
进行控制之外，对存量也在
优化。

数据显示，自今年以来
银行对房地产企业的放款不
断收紧。房地产开发企业到
位资金国内贷款增速1至2
月 时 达 到 24.8% ，3 月 为
20.4%，而到 7 月、8 月、9 月
时，其增速仅分别为14.7%、
13.8%和11.8%。

“而从住房按揭贷款方
面来看，在9月底信贷政策
调整之前，购房者对市场看
淡，市场需求减少，按揭贷款
增速下滑也在情理之中。”温
彬说。

但温彬表示，9 月底央
行房贷新政之后，对于住房
按揭贷款总体持鼓励态度，
伴随着市场的回暖和需求的
上升，预计这部分贷款增速
将有所回升。不过，在开发
贷方面，从防范信用风险的
角度出发，预计银行的信贷
策略不会有太大调整，除了
继续重点支持保障房之外，
银行对商品房的开发贷不会
有太大规模的投放。“房企未
来可能将更多从境外融资以
及通过发债的方式融资，对
于银行的依赖程度将有所降
低。”他说。

（经参）

不合伙不买房？
合伙购房议价能力最强

三季度房地产贷款增速放缓
业内人士认为，利好政策难以带动
开发贷增速回升

买房本身其实就是一次
合伙，买套房总是需要“合伙
人”的慷慨相助，父母、爱人、
银行、亲朋好友……“购房合
伙人”对购房者的意义何在？
他们看待这种模式的心态是
怎样的？

在房价上涨的同时，房租也在
上涨，2014年毕业季来临，房租涨幅
已超房价涨幅。“最难租房季”伴随

“最难就业季”而来，一方面高昂的
房价让年轻上班族望“房”兴叹；另
一方面，难以寻得户型合适、价格适
中、正规安全的住房，城市青年已成
为真正的“刚需夹心层”。

杨同学和女友小兰大学还没毕
业就计划着结婚，想当一回“毕婚
族”。两人都在北京上大学，杨同学
是山东人，毕业想留在北京工作，小
兰是河南商丘人，以后想在郑州发
展。就在俩人争论着以后的工作城

市与结婚地点时，女友怀孕了。结
婚被两家人提上了日程，小杨做出
了妥协，愿意跟随女友来河南。

女友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在郑
州买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新房，
还要一次性付全款。小杨与女友都
没存款，双方家庭条件也都不好，勉
强凑了40万元拿来买房子最多只
够首付。剩下50多万元，毕竟不是
一笔小钱，小杨只好找亲戚朋友借
钱，好不容易凑够了买房的钱，领完
结婚证，小杨已是身心俱疲。

拥有一套住房，是许多在城市
打拼的年轻人的梦想。但真的买房

后，却让不少家庭背负巨大的经济
负担，生活质量不升反降。很少人
有一夜暴富的机会，也没有多少人
有年薪百万的能力，年轻人要买房，
钱从哪里来？年轻的购房群体不得
不向父母要钱，找亲戚朋友借钱。
面对啃老的声讨，有购房者说：“用
爸妈的钱买房，是我们这代人面对
高房价的无奈之举。”谁都不会心安
理得地啃老，只是现实太残酷。“一
般的小钱自己可以负担，但是买房
子这样的大事，有时候自己实在是
力不从心，也没有办法，如果不啃
老，还能啃谁？”

银行是最财大气粗的合伙人，
选择银行作为合伙人，无疑是大部
分刚需的第一选择。据媒体调查显
示，银行成为人们选择买房合伙人
的首选，占 44%，其次是父母占
38%，选择夫妻共同分摊的占到
13%，还有少部分自己搞定的占
5%。选择银行贷款的刚需们背负
着巨大的压力，浩浩荡荡地奔走在
通往房奴的路上。

现如今按揭贷款是最普遍的买

房形式，但银行也是最功利的买房
合伙人。合伙买房前，调查取证、抵
押登记、法律文件，银行只有确保万
无一失才会同意入伙。合作期间贷
款人延误还款日期，就要交滞纳金，
严重的还会被银行拉入黑名单。贷
款人没钱还款时，银行一准翻脸，收
回房子。

一朝贷上款，三十年做房奴，
“房贷”两个字将时时刻刻伴随左
右，但是为了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

房子，即便承担上如此重负也心甘
情愿。

毕业三年的小徐现在从事软
件开发工作，贷款在新城区买了
一套小高层，贷款年限15年，每月
还款 2000 元。“一提起房贷，心都
凉了”，因为才刚刚交房，正在装
修中，他现在还租着房子，再加上
生活开支、汽车油钱，每月所剩无
几，“每次一想到这里，就压力山
大”。

提醒：“购房合伙”需谨慎，选择诚信平台

1号合伙人：父母、爱人、亲朋好友

2号合伙人：银行

近期，市场上频频出现购房者
联合起来买房，以换取房价优惠的
现象。“拉帮结派”买房变得越来越
普遍，“购房合伙人”逐渐流行。为
什么购房者热衷于这样的“抱团购
房”模式呢？

“一般来说，购房合伙确实可以
拿到比传统销售渠道更多的优惠，而
且楼市中往往存在开发商强势而消费

者个体相对弱势的局面，所以购房者
更愿意通过这样的形式以平衡这种不
对称。”百强楼盘联销中心的工作人员
称，“购房合伙可以增强议价能力，最
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或者要求开发商
打更多的折扣。”

业内人士认为，购房者选择“抱
团买房”，大部分人都有着明确目
标，他们会经常关注自己比较关心

的几个项目，一旦有类似的活动就
会积极参与。所以这样的销售形
式，开发商还是接受和认可的。开
发商只要给予适度的优惠，就有可
能促成交易，实现快速去化现有房
源。尤其是现在，在人工、物料费
用不断上涨的大市场环境下，开发
商都面临着回笼资金的压力，这种
模式更符合现有市场的整体节奏。

对策：“购房合伙”增强议价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