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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焦曙光

今天正值三八节，随着女性的
能力和地位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
女性都更加独立。作为一名现代
女性，她们的自主、自尊和自立已
不只显示在淘宝、海外代购买日用
消费品上，在住房上的消费也日趋
独立自主。

据《广州日报》3月5日报道，
从中原地产的详细楼市成交数据
来看，单独出资购房的男女比例接
近5∶5。从户型分布来看，单独购
房女性买家比较倾向于选择两房
和三房户型，成交占比分别达37%
和32%。那么鹰城女性购买比例
有多高呢？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
数据，但在记者走访时了解到，越
来越多的女性选择自主买房，有一
家楼盘的小公寓60%以上都是单
身女性购买者。

“的确是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
自主买房，她们要撑起楼市的半边
天了！”采访中，一家楼盘的销售负
责人表示，过去经常看到以男性为
主导的购房者，近两年来，独立购
房的女性明显增多。

90 后女孩：自己买房
更有安全感

家住建东小区的丽丽（化名）
在市中心一个大型家电卖场工作，
去年她在市区买了一套38平方米
的小公寓。自己凑了两万元，向父
母借了点钱交了首付，剩下的每月
还贷款。还不急着结婚的她为什
么早早做起了“房奴”？她的回答
颇令记者意外：以后万一离婚了，
还有个婚前财产啊！

连对象还没有的她，这么早就
“未雨绸缪”，不禁让人感叹这个
90后女孩的独立性真强！她告诉
记者，亲戚朋友间有不少早她几年
结婚但现在又离婚的，这让她感觉
婚姻很没安全感，“非得靠结婚时
男方买房，你们一起还房贷？万一
哪天离婚了，可能连房子都落不

着”！她觉得，买这个房子是给自
己一个保障，不管以后怎么样，自
己有一套房子了。

小雨（化名）来自石龙区，在市
区一家企业做销售工作，她一直是
租房生活。由于销售的收入还算
丰厚，加上父母的鼎力支持，终于
在去年购入一套二手房，“租的房
子总归是别人的，很难有归属感，
爸妈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外面
住。而且想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
还是得有套自己的房子，这可比男
人有安全感多了”。

考虑到今后父母也会来住以
及从长远打算，小雨最终放弃了更
适合单身族的小户型，而购入了一
套大户型学区房，严重超支的部分
都由父母揽下了。“主要是爸妈考
虑得比较长远，他们也很支持我自
己买房，觉得现在如果女孩结婚，
还是自己有套房比较有保障，所以
赞助了不少。”

小雨说，这套房子装修结束后
就会搬进去自住，没有考虑出租。
虽然一个人住显得有些大，但她觉
得无论什么时候结婚，自己都对生
活更有自信和底气了。

记者走访了市区一些热门楼
盘，像碧桂园·天玺、群星汇·中心
城、冠瑞财富广场等项目，关注公
寓、小商铺的女性购买者占相当大
比例。“能够独立买房的，大部分都
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事业女性。
尤其是新婚姻法出台后，房子比男
人更靠谱，买房也为自己买保险。”
采访中，一位女孩十分直白地说，
女人的现实大多是被逼出来的，看
多了婚姻里的出轨和欺骗，有经济
能力的女人当然要为自己做打
算。“男人会骗你，可是房子不会，
自己就能好吃好住了，也就不必去
看男人或者小三的脸色，给自己找
不痛快了。”

不少女性买房是为了
投资

家住常绿·林溪谷的小华（化

名）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短
短3年她已收入颇丰。但是不管
工资多少，她发现自己每月依然都
是“月光族”。“晚上跟朋友一起泡
吧、唱歌都已经成习惯，再买部好
的手机，网上购物，每个月基本上
都把钱花光了。”小华说，自己也想
存点钱，但是控制不住自己。

小华说，身边不少年轻的同事
也都投资了房子，对她来说背上房
贷让她学会控制花钱，“相当于存
钱了”。而且，买了房子，以后可以
出租，升值了可以卖，大不了自己
可以住，“说起来，咱也是有房一族
了”。

据她介绍，她身边很多同龄女
性买房是为了投资，还有不少人选
择买门面房。“我之前有个朋友，在
市中心买了个门面房，每月租1万
多，10年左右就可以回本了，剩下
还有40年，那还不比上班挣得多
呀。”

随着女性收入的增加，投资理
财也逐渐被提上议程。而相比股
票、基金等高风险又有点“烧脑”的
理财方式，买房出租显然是最稳定
可靠的方法了。即使厌倦了职场，
靠着租金也饿不死，想什么时候给
自己放假都可以。

位于市区平安大道上的一个
楼盘，曾经推出了针对年轻单身人
士的极大优惠，吸引了大批单身女
性前来购买，最多一天卖出 10多
套，80%以上都是女性。“刚开始还
没觉得，后来发现怎么来买房大都
是30岁左右的女性呢？明显感觉
现在女性的收入和自主性大幅提
升了。”该楼盘的置业顾问告诉记
者，这类女性大多选择小户型房
子，单价低，经济压力小，大都是买
了后出租当房东。

有趣现象：年轻女性买
房速度更快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个有
趣的现象。据一些楼盘销售人员
观察发现，在购房的女性中，越年

轻的女性买房越干脆，做决定速度
很快。年龄大的女性就会更多地
进行比较，而90后女孩往往决策
周期很短。

一位接受采访的90后女孩告
诉记者：“买房就是为了投资和以
后升值，只要感觉这房子值，一般
我们不会犹豫。而且自己买房不
需要跟家人商量，所以不会有太
多瞻前顾后。”刚刚结婚的小周告
诉记者，她一直坚持着没有去领
结婚证，就是因为她在婚前买的
房子还没办好房产证。“作为我的
婚前财产，我必须坚守这一点。”
她表现出来的独立和清醒让记者
十分吃惊。

显然，现代女性越来越有主
见，不管嫁不嫁人，房子还是要买
的。房子买了，决不含糊，这产权
也必须是自己的。

女性买房偏爱小户型

经济独立，生活独立，如今的
女性早已丢掉了“买房要靠找个好
老公”的想法，不少年轻女性更是
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购房大军。记
者随机调查了20余位年轻女性，
发现有超过半数的未婚女性希望

“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而她们婚
前买房通常选择小户型且多为自
住，最受欢迎的户型面积为40-60
平方米。而婚后以家庭为单位买
房时，女性的决策权也更大。在受
访的女性市民中，绝大多数表示，
在买房时自己拥有主要决策权。
不少男性市民也表示，买房时“女
朋友或老婆说了算”。女性则多站
在投资的角度考量，多挑选有升值
潜力的片区。

另外，女性相比男性，对价格
的敏感程度要高得多。从商场打
折时庞大的女性购物大军即可看
出女性对于价格的敏锐，她们能花
大把的时间去挑选物美价廉的商
品，浪费无数口水去讨价还价。因
此，女性买房还是占有很大优势
的。

撑起楼市半边天：

越来越多女性选择自主买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涉
房”内容亮点颇多，如房地产
税、租购并举、宅基地等内
容。业内人士认为，从今年的
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对于构
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信心和
决心。

具体来看，报告仍强调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落实地方主
体责任，继续实行差别化调
控，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
分析师张波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报告中
对于“住房不炒”的再次强调，
明确透露出“三不变”原则，即
调控决心不变、调控目标不
变、构建长效机制方向不变，
并为 2018 年楼市调控从严定
下了基调。而在差别化调控
的大背景下，预计今年热点城
市尤其是北上深的房地产市
场仍将继续执行严格的调控
政策，以巩固调控成果和强化
市场稳定预期。三四线城市
去库存政策仍将保持一定节
奏，并将继续下沉到县城。总
的来看，2018年是长效机制包
括住房租赁政策以及保障性
住房政策加速落地关键性时
期，房地产市场在大概率上会
继续持续稳定态势。

报告指出，要支持居民自
住购房需求，培育住房租赁市
场，发展共有产权住房。

张波认为，购房需求主要
分为两类，即自住型需求和投
资型需求。当前投资型需求
已经被明显抑制。所以，报告
中对于自住购房需求的保障
将从市场化的供给和保障型
供给两类进行保障，其中在市
场化供给层面继续向刚需人
群倾斜，而保障型供给则可能
在全国扩大“共有产权住房”
落地，以满足中低收入人群的
合理购房需求。

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研
究中心总监严跃进也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从报告的表
述中可以看出，当前三元住房
结构的思路已经清晰。其中
自住购房需求主要是对经济
条件好的购房者的需求，此类
需 求 会 更 加 强 调 自 住 的 属
性。租赁是主要针对购房困
难群体而设计的解决方式，可
以认为是零产权、侧重居住属
性的。而对于共有产权住房
来说，有部分产权的概念，有
助 于 解 决 夹 心 层 的 住 房 需
求。 （杜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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