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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昨日，国家
统计局发布今年7月70个大
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
情况，新建住宅价格上涨城
市个数已连续4个月增加。

新房环比上涨城
市已达50个

数据显示，新建商品住

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
从环比来看，7 月份有 50 个
城市上涨，比例超七成，这也
是 2011年 5月以后房价上涨
城市最多的一个月。

对比发现，今年 1 月无
城市上涨，但自 4 月份开始，
上涨的城市个数连续增加：4
月份3个城市上涨，到6月则
有 25 个城市上涨，7 月房价

环比上涨城市甚至超过了前
6个月的总和。

房价环比涨幅均
未超0.7%

7 月份上涨的城市中，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
线城市指标环比全面上涨。

其中二手房价格上涨幅

度明显超过新建住宅。但所
有 城 市 涨 幅 均 未 超 过
0.7%。涨幅最高的为石家庄
和福州。

从同比来看，70 个大中
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仍有
58个。持平的城市有1个，上
涨的城市有11个。7月份，同
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涨幅均
未超过1.0%，涨幅比6月份回

落的城市有5个。

二手房环比涨幅
最高2.2%

从二手房来看，与上月
相比，70 个大中城市中，价
格下降的城市有 20 个，持
平的城市有 12 个，上涨的
城市有 38 个。环比价格上

涨的城市中，涨幅均未超过
2.2%。涨幅最高的为昆明。

与去年同期相比，70 个
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
有59个，上涨的城市有11个。

7 月份，同比价格上涨
的城市中，涨幅均未超过
2.5%，涨幅比 6 月份回落的
城市有 6 个。涨幅最高的为
太原。

70大中城市房价 50个环比上涨
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房价数据，北京房价环比涨0.3%，已连续两个月上涨；专家称价格反弹风险大

政府两个月
辟谣15次

■ 链接

数据看出，房价上涨城
市已从“局部上涨”逐渐演
化成了“普遍上涨”的态势。

张大伟说，3月以来，楼
市交易回暖迹象明显，其间

“地王”频现、高溢价地块增
多等因素也加大了市场走
势的不可控。

目前已有超过 40 个城
市“微调”楼市。也正是看到
市场回暖现状，近两月内，
中央及部委、地方政府不断
明确调控大方向不动摇，辟
谣 各 种 市 场 传 言 多 达 15
次。7 月，国务院组织的督
察组赴地方调研，一是稳
定调控预期；也对楼市运
行状况进行摸底，为后续
政策出台铺路。据新华社

新京报讯 统计发现，7
月份北京新建住宅价格、新建
商品房价格、二手房价格环比
涨幅均为 0.3%。这是 6 月份
首次出现上涨后的继续上涨。

虽然环比上涨，但新建
住宅同比价格则出现了 6 个
月连续下跌。

中原地产市场总监张大
伟表示，北京 7 月新房、二手
房成交量均为调控后高点，
成交量居于高位使价格再现
上涨。而连续 1 个多月的两
次降息，对购房者的影响非
常大。叠加外地调控松绑城
市增加，都对北京购房者的
预期有影响。目前，看跌的

购房者明显减少，入市的积
极性提高。

据新华社报道，北京中
原市场研究部统计数据称，9
月份 30 多个项目将入市，供
应量增加为楼市出现“金九
银十”创造了条件。

张大伟说，目前，市场成
交量的复苏已经逐步反映在
售价上。9 月、10 月则很有
可能出现成交量、价格齐涨
的情况。不过，限购、限贷
等政策依然指向投资需求入
市，所以价格上涨幅度有
限。而是否出台新调控政策
和政策的力度将对“金九银
十”市场产生影响。

北京房价涨0.3%
专家称今年楼市有望现“金九银十”

■ 北京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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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伟称，下半年主
要城市房价再跌的可能性
接近于零。8 月份淡季推
盘量较小，成交量可能平
稳。但 9、10、11 月继续冲
高的可能性非常大。

他说，在调控微松的
影响下，小部分需求的恐
慌入市可以支持成交量继
续放大20%左右。基本可以
判断，全国主要市场的下半
年总成交量将肯定超过上
半年。

据新华社报道，张大

伟同时提醒，楼市反弹已
成共识，虽然反弹力度还
在可控范围内，但一旦形
成过量反弹，调控政策的
公 信 力 将 再 次 减 弱 。 所
以预调、微调的必要性非
常大。

“截至目前，政策对楼
市调控的目的主要描述都
为抑制过快上涨，限制投
资、投机需求入市。下调
房价并不是楼市调控的主
要目的，从这个程度看，目
前全国主要城市的房价相

比去年同期的最高点均还
有一定差距，调控的目标
基本达到。”张大伟表示，
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问
责、严格执行预售资金监
管、进一步规范预售流程，
甚至限制房价涨幅目标等
等都可能成为下一阶段调
控的储备政策，而这些政
策能否逐渐出台并发挥作
用，将成为影响未来市场
走向的重要因素。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
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房价年内再跌可能性小”

刚需和货币政策带动楼市
■ 分析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
会长朱中一称，房价环比上
涨城市增多有两个客观因素：
刚需释放和货币政策变化。

朱中一说，本轮调控
以来，一些自住和改善型
需求已经积攒一年多，到
近期集中释放，自然会导
致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回
升。但自住型需求在较长
一段时间内相对固定，只
要调控政策继续严格落
实，房价就不具备大幅反

弹的基础。
此外，2011年12月，央

行近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
准备金率，此后央行又降
息，虽然货币政策定向宽
松，但是由此形成的流动
性增加，老百姓容易将手
上的资金转移到楼市，直
接带动楼市成交量。

与此同时，有专家认
为，部分开发商过度解读房
地产对“稳增长”的作用，用
所谓的“历史经验”炒高楼

市，导致部分地区明显出现
了恐慌性入市现象。

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
分析师常清表示，7月份，全
国房价已经出现了事实上的
全面复苏，量价全面上涨。
一线城市市场变化一般要快
于二三四线城市，趋势也更
加分明。从全国市场看，虽
然一线城市调控政策更为严
格，抑制作用较强，但由于需
求旺盛，活跃度较高，未来价
格反弹的风险也就越大。

■ 观点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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