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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下午，上海市第十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市
政府记者招待会上，上海市市长
应勇表示，2017 年上海制定并
严格执行了“沪六条”“沪九条”
等房地产调控政策，取得的效果
是明显的。

调控政策的密集出台，使得
2017年上海楼市真正迎来了市
场调整期。统计资料显示，2017
年上海新房市场供应量与成交
量均出现“腰斩”。与此同时，记
者在今年上海“两会”期间获悉，
2018年上海市在严格执行楼市
调控政策的同时，也将加快建立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

应勇在会上表示，2018 年
上海将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
调控。加大租赁住房的建设力
度，增加供给，2018年上海将新
建和转化租赁房源20万套。

2018年坚持“房住不炒”

2017 年，上海市继续贯彻
国家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要
求，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实施了精
准聚焦式的细化调控措施，全年
房地产市场呈现出“量缩价稳”
的总体态势。

据第一太平戴维斯发布的
市场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上
海全市新房成交量为640万平
方米，比 2016年的 1380万平方
米，降幅达到了54%。

业内分析人士告诉记者，
2017年上海新房成交规模不足
2016年的五成，是 2006年以来
近12年的最低值。

成交量的极速下跌，很大程
度上源于市场供应量的减少。
数据显示，2017 年上海全市新
房供应量为 370 万平方米，比
2016年的790万平方米，降幅达
到了53%。

而在二手房方面，2017 年
楼市调控的市场预期也得以实
现。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上
海前11个月的二手房市场共成
交了 13.97万套，较上年同期下
跌61%。

应勇在会上指出，必须要坚
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坚持严控

高房价、高地价不是权宜之计，
减少经济增长、财政增长对房地
产的依赖也不是权宜之计，加强
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动摇不放松。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
部主任刘澄则告诉记者，上海市
明确控制高地价高房价，意味着
未来几年要在合理的价格区间
推进城市建设和旧城更新工作。

刘澄说，从城市发展的轨迹
看，高房价高地价已经成为制约
城市人才引进和产业升级的阻
力。房价地价的稳定是上海市
长期繁荣发展、保持城市竞争力
的重要基础。

租购并举速度加快

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应
勇还指出，上海要加快建立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改变当前房地
产市场中“售卖一条腿长，租赁
一条腿短”的情况。

应勇表示，加快建立租购并
举的住房制度，是上海目前正着
力抓好的一项重点工作。一方
面要加大租赁住房的建设力度，
增加供给，持续抓落实此前出台
的政策；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专
业化、市场化、机构化的经租企
业，盘活存量，新增经租房9万
套。同时，还要落实好相应的公
共服务。

据上海市规划国土资源局
统计数据，截止到 2017年 12月
30日，上海已经推出29幅80公
顷的纯租赁住宅用地，预计可建
设3万套左右的租赁房源。同
时，在商品房中配建60万平方
米，预计可建设1万套左右。

仅半年时间，上海就已经推
出了近 4 万套租赁住房用地。
在此基础上，参照 2018 年上海
新建和转化租赁房源20万套的
目标，不难发现，上海“构建租售
并举”的住房制度体系将在
2018年实现“大跨步”。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陈杰表示，上海近几
年来每年新房的市场供应量基
本稳定在十几万套，参照新房的
市场供应数据来看，2018 年上
海提出实现20万套的租赁房源
供给目标，是构建租购并举的切
实反映。 （卢常乐）

上海发力租购并举

2017年楼市报告：

重庆、成都、武汉卖房最多
惠州、海口、常州房价上涨最快

而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价
排名来看，位居前三名的城市
分别是深圳、上海和北京，成交
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5.7万元、
4.8万元和4.4万元。

排名比较出人意料的是广
州，同为一线城市，住房均价为
每平方米1.7万元，不及其他三
个一线城市成交均价的一半，
排名全国第 10，从房价来看有
点失了一线城市的“身份”。值

得注意的是，排在北、上、深之
后的三亚成交均价已经达到每
平方米2.6万元，排名仅次于一
线城市，居于前列。

此外，高房价城市还包括
杭州、南京、苏州、宁波、东莞、
广州、温州和天津，房价均价在
每平方米 1.5 万—3 万元区间
内。

而对于房价涨幅来讲，成
交均价涨幅前三名的城市分别

是惠州、海口和常州，涨幅分别
为54%、50%和49%。此外，西
安和清远的成交均价涨幅也超
过40%。

赖勤分析称，此类城市上
涨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有楼市
政策相对宽松、溢出效应明显，
去化周期短等。最明显的就是
涨幅最高的惠州，惠州毗邻深
圳，溢出效应明显，且政策宽
松，吸引了较多投资客。（徐倩）

成交价：一线城市居高不下

2017年，在部分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带动下，楼市成交继续处于高位。哪些城市
卖房最多呢？

1月30日，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楼市50强城市排行榜》显示，全国新建商
品住宅成交量前三名的城市分别是重庆、成都和武汉，成交量分别为2647万平方米、2035
万平方米和1826万平方米。

《2017年楼市 50强城市排
行榜》报告显示，2017年，新建
商品住宅成交量前50的城市合
计成交量4.0亿平方米，占全国
总量的27.8%；其中全国总量中
前20的城市占比为 17.8%。与
之相比，2016 年全国前50的城
市商品住宅成交量占全国总量
的37.0%；其中全国总量中前20
的城市占比为 24.0%，可以看
到，全国前50的城市商品住宅
成交量占比下降了近10个百分
点。

这说明 2017 年，大中城市
成交占比在下降，三四线城市
的成交占比在提高，当热点一
二线城市的楼市降温之后了，
三四线城市的楼市因轮动效应
扛起了楼市大旗。

这其中，成交量前三名的
城市分别是重庆、成都和武汉，
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人口数量
多，购房需求旺盛，人均可支配
收入尚可，房地产市场仍处在
增长期。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
进认为：“类似武汉等城市，城
区规模扩张很厉害，伴随着动
拆迁和新房建造，所以供应端
积极放量容易带来交易的活
跃。另外，对于此类市场来
说 ，潜 在 的 购 房 需 求 还 很
大。”

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增
幅排名看，位居前三名的城市
分别是湖州、三亚和柳州，增幅
分别为 135%、96%和 55%。主
要原因包括有利的金融环境；

“去库存”政策和棚改货币化政
策，楼市调控政策相对宽松；城
市的地缘优势等。

例 如 ，成 交 量 增 幅 最 高
的湖州在 2017 年加强土地调
控 促“ 去 库 存 ”，灵 活 供 地 ，
并且湖州属于城市群城市，
距离杭州和上海较近，房价
只有杭州的四成，享受到一
定的外溢效应，承接了周边
大都市的产业和人口。而三
亚风景优美、环境宜人，吸引

了众多度假和养老的购房需
求。

此 外 ，三 四 线 城 市 中 盐
城、清远、汕头、台州、温州等
城 市 也 实 现 了 成 交 量 的 增
长，省会城市中徐州、昆明、
沈阳等城市的成交量也实现
增长。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三
四线热点城市成交量激增的时
候，北京、合肥和上海的成交量
大幅下滑，降幅分别为 61%、
56%和54%。这几个城市此前
均为楼市火热的热点城市，但
2017 年楼市调控政策很严厉，
预售证发放和新房价格都受到
政府管控，推盘量较小，成交量
大幅下滑，在近十年中都是低
位。

其中，2016 年热点城市中
被称为“房价四小龙”的合肥、
南京、苏州、厦门成交量均处于
下滑态势，其中，厦门的成交量
太小，已经不在50强城市排名
中。

成交量：三四线城市增幅居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