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研究 | 内地房地产 

开发投资持续走弱，政策提振市场信心 

——6 月统计局数据点评及房地产月报 

全国商品房销售延续上月下降趋势，住宅销售下滑带动整体销售金额累计同比

增速放缓。1-6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累计同比增长 1.1%（前 5 月：

+8.4%），销售面积累计同比下降 5.3%（前 5月：-0.9%）；其中，住宅销售增幅

收窄，销售金额累计同比增长 3.7%（前 5 月：+11.9%），销售面积累计同比下

降 2.8%（前 5月：+2.3%）。近期，市场需求偏弱等带动全国销售继续下滑，销

售金额累计同比进一步放缓，销售面积降幅持续扩大。目前，整体政策环境较

为宽松，随着经济活动逐步恢复，商品房市场需求或出现一定增长，有望支撑

商品房销售提升。 

全国开发投资降幅较前 5 月扩大 0.7pct，开工及竣工同比有所回落。开发投资

方面，1-6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下降 7.9%，较前 5 月降幅继续

扩大 0.7pct；其中，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下降 7.3%，较前 5 月降幅扩

大 0.9pct。房屋新开工及竣工方面，受整体销售下滑及流动性偏紧等因素影

响，6 月行业开工及竣工数据有所回落，1-6 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24.3%（前 5月：-22.6%），竣工面积同比上升 19.0%（前 5月：+19.6%）。从目

前来看，开发投资回升仍需等待销售端率先企稳。 

开发资金来源降幅继续扩大 3.2pct，定金及预收款项累计同比下降较多。1-6月

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累计同比下降 9.8%，较 1-5 月降幅扩大 3.2pct。拆分来

看，在商品房销售同比下降的带动下，1-6 月定金及预收款项增速明显下降、

同比下降 0.9%（前 5 月：+4.4%）；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分别累计同比下滑

11.1%、23.4%，降幅较前 5月小幅扩大；个人贷款按揭累计同比增长 2.7%，增

速较前 5 月有所放缓。 

重点城市新房及二手房销售转弱，去化周期环比继续上升。6 月，45 城新房成

交面积环比下降 2%，同比下降 32%；当年累计成交面积同增 7%（5 月：

+20%），一、二、三线城市分别上升 21%、2%、7%。茂名、海门、肇庆累计

增幅较大，绍兴、泉州、芜湖累计降幅较大。截至 6 月末，14 城新房去化周期

为 18.3 个月，平均环比上升 4%，同比上升 37%。二手房方面，6 月，15 城二

手房成交面积环比下降 16%，同比上升 6%；截至 6 月末，15 城累计成交面积

同增 62%（5 月：+78%）。东莞、扬州、青岛二手房成交面积累计增幅居前。

挂牌量价方面，各线城市挂牌价稳中有降，一线挂牌量一季度后转弱。 

一二线成交降幅较大，溢价率小幅回升。1-6 月，百城住宅用地累计成交建面

同比下降约 26.3%；其中，一线城市下降 35.4%，二线城市下降 34.4%，三线城

市下降 19.1%，一二线城市累计降幅较大。成交楼面均价方面，在一线均价提

升的驱动下，6 月百城环比有所回升。溢价率方面，在三线溢价率上升的带动

下，百城宅地成交溢价率小幅回升。 

投资建议：积极政策支撑头部房企稳增长，维持“强于大市”评级。上半年，

百城销售同比增速维持正增长，但增速持续下降。月内央行明确房地产因城施

策有优化空间，政策基调更趋积极。预计头部房企销售及融资表现将持续优于

同业，房企内部业绩表现分化或进一步扩大。维持“强于大市”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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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板块表现：头部房企股价表现较好 

1.1 地产开发行业表现 

截至 6 月 30 日，合景泰富集团、时代中国控股、中梁控股 6 月涨幅居前；绿景

中国控股、深圳控股、中国海外发展年初至 6 月末涨幅居前。 

图 1：合景泰富集团、时代中国控股、中梁控股 6 月涨幅

居前 

 图 2：绿景中国控股、深圳控股、中国海外发展年初

至 6 月末涨幅居前 

 

 

 

数据来源：Wind, 中达证券研究；注：截至 2023/6/30  数据来源：Wind, 中达证券研究；注：截至 2023/6/30 

图 3：合景泰富集团、碧桂园、远洋集团 6 月换手率居前 

 

数据来源：Wind, 中达证券研究；注：截至 202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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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业管理行业表现 

截至 6 月 30 日，时代邻里、碧桂园服务、中奥到家 6 月涨幅居前；保利物业、

嘉里建设年初至 6 月末涨幅居前。 

图 4：时代邻里、碧桂园服务、中奥到家 6 月涨幅居前  图 5：保利物业、嘉里建设年初至 6 月末涨幅居前 

 

 

 

数据来源：Wind, 中达证券研究；注：截至 2023/6/30  数据来源：Wind, 中达证券研究；注：截至 2023/6/30 

 

图 6：碧桂园服务、合景悠活、保利物业 6 月换手率居前 

 

数据来源：Wind, 中达证券研究；注：截至 202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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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销售增速放缓，开发投资下降 

6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延续上月下降趋势，销售金额累计同比增速继续放缓。1-6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累计同比增长 1.1%（1-5 月：同比增长 8.4%），其中

住宅销售金额累计同比增长 3.7%（1-5月：同比增长 11.9%）；销售面积累计同

比下降 5.3%（1-5 月：同比下降 0.9%），其中住宅销售面积累计同比下降 2.8%

（1-5 月：同比上升 2.3%），销售持续下行主要系当前市场需求释放不足。目

前整体政策环境较为宽松，央行明确房地产因城施策有优化空间，随着各项经

济活动逐步恢复，商品房市场需求或出现一定增长，有望支撑商品房销售提升。 

图 7：商品房销售额增速较上月放缓 7.3pct  图 8：商品房销售面积降幅较上月扩大 4.4pct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开发投资降幅小幅扩大，1-5 月土地购置费增速年内首次转负。1-6 月，全国房

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下降 7.9%（1-5 月：同比下降 7.2%），其中住宅

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下降 7.3%（1-5 月：同比下降 6.4%），降幅继续扩大。

拿地方面，6 月，在地方销售复苏进度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下，土地市场城际间

分化继续；从房企表现来看，受销售情况及金融机构融资政策支持，头部房企

拿地积极性依然高于同业。土地购置费方面，1-5 月，土地购置费同比下降 0.5%

（1-4月：增长 1.3%），增速年内首次转负。整体而言，6月经济数据整体趋弱，

未来整体投资回升需等待销售端率先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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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房地产投资降幅小幅扩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开工降幅较前月有所扩大，竣工增速小幅回落 0.6pct。在地方保交楼政策的不

断推动下，年初行业新开工、竣工情况持续改善。从 3 月起，受流动性等因素

影响，新开工面积同比降幅持续小幅扩大，1-6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新开工

面积同比下降 24.3%（1-5月：下降 22.6%）。房屋竣工，在销售影响下，1-6月，

房屋竣工面积同比上升 19.0%（1-5 月：上升 19.6%），同比增速有所回落，整

体开工、竣工情况有所转弱。 

图 10：1-6 月新开工降幅较前月有所扩大  图 11：房屋竣工面积增速小幅回落 0.6pct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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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资金降幅进一步扩大 3.2pct，销售带动定金及预收款项降幅明显。1-6 月，

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累计同比下降 9.8%（1-5 月：下降 6.6%）。拆分来看，国

内贷款累计下降 11.1%（1-5 月：下降 10.5%）；自筹资金累计同比下降 23.4%

（1-5月：下降 21.6%）；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累计同比下滑 0.9%和增

长 2.7%（1-5 月分别增长 4.4%和 6.5%）。由于商品房销售同比出现一定下滑，

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的定金及预收款增速明显下降。预计开发资金来源将随

行业销售的恢复而逐步恢复。 

图 12：开发资金来源降幅进一步扩大，定金及预付款增速降幅明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3. 城市：各线累计同比增速回落，地方推

盘环比大幅上升 

3.1 新房数据：各线销售下滑明显，推盘环比大幅上升 

6 月各线城市成交面积同比同步下滑，二线单月销售同比降幅较大。6 月当月，

45个主要城市新房成交量环比下降2%，同比下降32%。一线城市同比下降19%，

二线城市同比下降 35%，三线城市同比下降 33%。45 城截至 6 月末累计成交量

同比上升 7%（5 月末：上升 20%），一、二、三线城市分别上升 21%、2%、

7%。茂名、海门、肇庆 2023 年累计交易量分别上升约 101%、100%、56%，而

绍兴、泉州、芜湖累计同比变动 66%、55%、37%，为今年以来销量下滑较多

的城市。从本月的成交数据来看，各线城市成交皆出现不同程度下滑，一、二

线城市成交同比增速负增长（较 5 月，分别成交面积同比下降 105pct、62pct），

三线城市成交同比降幅继续扩大（较 5 月，成交面积同比降幅扩大 27pct）。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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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成交数据呈现连续下滑趋势，整体销售复苏势头转弱，近期地方政策陆续

推进或有望为销售端提供一定支撑。 

去化周期环比较上月继续上升 3pct，莆田、厦门环比上升较快。截至 6 月末，

14 个主要城市的可售面积（库存）环比与上月基本持平，同比平均下降 4%；

平均去化周期为 18.3 个月（5 月：16.6 个月），环比平均上升 4%，同比平均上

升 37%。广州去化周期为 15.4 个月，环比上升 1%，同比上升 74%；北京、上

海、深圳去化周期分别为 17.0 个月、3.9 个月、14.1 个月，环比分别下降 3%、

13%、2%，同比分别上升 12%、17%、56%。分线来看，在北上深三地环比下

降的带动下，一线城市去化周期环比有所下降，环比下降 4%（5 月：上升

10%）；另外，由于莆田、厦门等地去化周期延长，重点城市去化周期环比继

续上升、同比增速由负转正。 

贵阳、上海、长春和深圳新房批售面积累计同比增幅较大，新增供应相对充足。

6 月，17 个重点城市单月新房批售建面为 1003.5 万平，同比下滑 27.6%，环比

上升 42.9%；其中，4 个一线城市单月同比下降 11.9%，环比上升 76.7%，13 个

二线城市单月同比下降 32.5%，环比上升 32.4%。1-6 月，17 个重点城市累计新

房批售建面为 4727.5 万平，同比下降 2.9%（1-5 月：上升 6.9%）；其中，4 个

一线城市累计同比增长8.3%，13个二线城市累计同比下降6.3%。贵阳、上海、

长春和深圳批售建面累计同比增长 544.2%、87.1%、77.5%和 47.6%，新增供应

相对充足。（注：因数据可得性，苏州、昆明和贵阳为商品房批准预售建面，

其余城市为商品住宅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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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截至 2023/6/30 主要城市交易量，一线城市本年至今同比增长较快 

 

数据来源：各地房管局，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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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截至 6 月 30 日主要城市新房库存与去化周期情况，整体环比继续上升 

 
数据来源：各地房管局，中达证券研究 

 
表 3：截至 6 月末主要城市新房批售情况，贵阳、上海、长春和深圳新增供应相对充裕 

 

数据来源：各地房管局，中达证券研究；单位：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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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手房数据：成交同比增速放缓，挂牌价持续低位徘徊 

东莞、扬州、青岛成交面积累计增幅居前。6 月，15 个主要城市的二手房交易

量环比下降 16%，同比上升 6%。北京和深圳单月同比分别上升 4%和 10%。截

至 6 月末，15 城 2020 年累计交易量同比上升 62%（5 月：上升 78%）。东莞、

扬州、青岛 2020 年至今分别累计同比上升 206%、149%和 143%，今年以来二

手房市场热度较高。 

表 4：截至 6 月末主要城市二手房成交量情况，东莞、扬州、青岛累计成交面积同比增幅居前 

 
数据来源：各地房管局，中达证券研究 

 

各线城市挂牌出售价稳中有降，一线城市二手房挂牌量一季度后转弱。各线城

市二手房挂牌出售价指数自 2015 年起持续上涨，但在 2018 年四季度市场遇冷

后止涨，目前仍在低位徘徊。挂牌出售量方面，一线城市二手房挂牌出售量指

数一季度小幅回升后转弱，二、三、四线城市挂牌量稳中有降，三四线挂牌量

绝对值略高于二线，但整体指数依然处于较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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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二手房挂牌出售价格指数近期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Wind, 中达证券研究；注：截至 2023/7/9 

 

图 14：一线城市二手房挂牌出售量指数出现下降，价

格指数保持稳定 

 图 15：二线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指数缓慢下降，价格指

数稳中有降 

 

 

 

数据来源：Wind, 中达证券研究；注：截至 2023/7/9  数据来源：Wind, 中达证券研究；注：截至 2023/7/9 

 

图 16：三线城市二手房挂牌出售量指数有所回落   图 17：四线城市二手房挂牌出售量指数有所下降 

 

 

 

 

数据来源：Wind, 中达证券研究；注：截至 2023/7/9   数据来源：Wind, 中达证券研究；注：截至 20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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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市场：一二线成交降幅较大，溢价

率小幅回升 

4.1 住宅类用地成交建面：单月增速回落，累计降幅扩大 

百城单月成交建面同比止涨转跌，前 6 月累计成交同比降幅扩大 8pct。6 月，

100 个大中城市住宅类用地成交建面同比下降约 43.8%（5 月：上升 13.4%）；

分线来看，一线城市单月同比下降 62.3%，二线城市同比下降 56.8%，三线城市

同比下降 29.1%。累计成交建面方面，1-6 月 100 个大中城市住宅类用地累计成

交建面同比下降约 26.3%（5 月：下降 18.3%）；分线来看，一线城市累计同比

下降 35.4%（5 月：下降 14.9%），二线城市累计同比下降 34.4%（5 月：下降

23.3%），三线城市累计同比下降 19.1%（5 月：下降 15.1%），各线城市宅地

成交情况进一步下滑，其中一线城市宅地成交累计同比降幅较大。 

图 18：6 月百城住宅用地成交建面同降 43.8%  图 19：6 月一线城市住宅用地成交建面同降 62.3%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万平方米 

 

图 20：6 月二线城市住宅用地成交建面同降 56.8%  图 21：6 月三线城市住宅用地成交建面同降 29.1%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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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6 月百城宅地成交建面同比下降 26.3%  图 23：1-6 月一线城市宅地成交建面同比下降 35.4%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万平方米 

 

图 24：1-6 月二线城市宅地成交建面同比下降 34.4%  图 25：1-6 月三线城市宅地成交建面同比下降 19.1%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万平方米 

 

4.2 住宅用地成交总价：百城累计增速有所回落 

百城住宅用地成交总价累计增速有所回落。6 月，100 个大中城市住宅类用地成

交总价同比下降 36.7%（5 月：增长 12.3%）；分线来看，一线城市单月同比下

降 37.2%，较上月同比降幅有所收窄；二线城市同比下降 42.5%，三线城市同比

下降 27.7%，较上月同比下降较多，带动百城宅地成交总价同比负增长。累计

成交总价方面，1-6 月 100 个大中城市住宅类用地累计成交总价同比下降约 18.6%

（5 月：下降 8.9%）；分线来看，一线城市累计同比下降 19.0%（5 月：下降

2.9%），二线城市累计同比下降 20.2%（5 月：下降 10.7%），三线城市累计同

比下降 15.6%（5 月：下降 9.4%）。 

 

 

-80%

-60%

-40%

-20%

0%

20%

40%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2
0

1
9
/0

6

2
0

1
9
/1

0

2
0

2
0
/0

2

2
0

2
0
/0

6

2
0

2
0
/1

0

2
0

2
1
/0

2

2
0

2
1
/0

6

2
0

2
1
/1

0

2
0

2
2
/0

2

2
0

2
2
/0

6

2
0

2
2
/1

0

2
0

2
3
/0

2

2
0

2
3
/0

6

万平

100大中城市:宅地累计成交建面 同比（右轴）

-150%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2
0

1
9
/0

6

2
0

1
9
/0

9

2
0

1
9
/1

2

2
0

2
0
/0

3

2
0

2
0
/0

6

2
0

2
0
/0

9

2
0

2
0
/1

2

2
0

2
1
/0

3

2
0

2
1
/0

6

2
0

2
1
/0

9

2
0

2
1
/1

2

2
0

2
2
/0

3

2
0

2
2
/0

6

2
0

2
2
/0

9

2
0

2
2
/1

2

2
0

2
3
/0

3

2
0

2
3
/0

6

万平

100大中城市:宅地累计成交建面:一线 同比（右轴）

-80%

-60%

-40%

-20%

0%

20%

4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2
0

1
9
/0

6

2
0

1
9
/0

9

2
0

1
9
/1

2

2
0

2
0
/0

3

2
0

2
0
/0

6

2
0

2
0
/0

9

2
0

2
0
/1

2

2
0

2
1
/0

3

2
0

2
1
/0

6

2
0

2
1
/0

9

2
0

2
1
/1

2

2
0

2
2
/0

3

2
0

2
2
/0

6

2
0

2
2
/0

9

2
0

2
2
/1

2

2
0

2
3
/0

3

2
0

2
3
/0

6

万平

100大中城市:宅地累计成交建面:二线 同比（右轴）

-80%

-60%

-40%

-20%

0%

20%

40%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2
0

1
9
/0

6

2
0

1
9
/0

9

2
0

1
9
/1

2

2
0

2
0
/0

3

2
0

2
0
/0

6

2
0

2
0
/0

9

2
0

2
0
/1

2

2
0

2
1
/0

3

2
0

2
1
/0

6

2
0

2
1
/0

9

2
0

2
1
/1

2

2
0

2
2
/0

3

2
0

2
2
/0

6

2
0

2
2
/0

9

2
0

2
2
/1

2

2
0

2
3
/0

3

2
0

2
3
/0

6

万平

100大中城市:宅地累计成交建面:三线 同比（右轴）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7 / 27 

 

图 26：6 月百城住宅用地成交总价同降 36.7%  图 27：6 月一线城市住宅用地成交总价同降 37.2%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亿元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亿元 

 

图 28：6 月二线城市住宅用地成交总价同降 42.5%  图 29：6 月三线城市住宅用地成交总价同降 27.7%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亿元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亿元 

 

图 30：1-6 月百城宅地成交总价同比下降 18.6%  图 31：1-6 月一线城市宅地成交总价同比下降 19.0%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亿元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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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6 月二线城市宅地成交总价同比下降 20.2%  图 33：1-6 月三线城市宅地成交总价同比下降 15.6%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亿元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亿元 

 

4.3 成交楼面均价有所上升，溢价率小幅回升 

住宅类用地成交楼面均价环比增速回正，百城成交溢价率小幅上升。100 个大

中城市住宅类用地成交楼面均价在 2022 年上半年出现上升态势，下半年出现明

显回落。6 月，宅地成交楼面均价环比有所回升，一线城市成交楼面均价提升

较为明显，增速较 5 月提升 153.8pct；二、三线城市本月成交楼面均价有所下

滑，增速较 5 月下降 72.5pct、6.6pct。溢价率方面，6 月，在三线城市溢价率上

升的带动下，百城宅地成交溢价率小幅回升；一、二线城市溢价率有所回落。 

图 34：6 月百城宅地成交楼面均价环比有所上升  图 35：6 月一线城市宅地成交楼面均价环比有所上升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元/平方米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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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6 月二线城市宅地成交楼面均价环比明显下降  图 37：6 月三线城市宅地成交楼面均价环比小幅下滑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元/平方米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注：单位为元/平方米 

 

图 38：6 月百城宅地成交溢价率环比有所上升  图 39：6 月一线城市宅地成交溢价率环比有所回落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 

 

图 40：6 月二线城市宅地成交溢价率环比有所下降  图 41：6 月三线城市宅地成交溢价率环比有所回升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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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大中城市:宅地成交溢价率: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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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资：境内外债券发行规模持续下滑 

融资端改善延续，整体恢复仍需时间。2020 年初新冠疫情后，央行对经济的流

动性支持明显加大，宏观流动性整体充裕。在此背景下，房企融资规模也出现

明显上升。2020 年 8 月以来，融资方面的监管逐步加强，尤其是有关有息负债

总量增速的监管政策，对于未来房企融资将造成明显影响。2021 年下半年行业

融资渠道收紧对房企流动性造成了一定的挤兑。目前顶层对于行业定调趋于积

极，尤其“三箭齐发”持续修复融资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融资政策的改善

仍集中于金融机构的白名单房企，行业整体的改善尚需时日。 

图 42：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速持续下滑，一季度累计同比增长 1.3%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达证券研究；注：季度数据 

 

图 43：开发贷余额增速自 2022 年下半年起持续回升  图 44：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增速继续下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达证券研究；注：季度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达证券研究；注：季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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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全国首套平均房贷利率近期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融 360，中达证券研究 

 

图 46：境内房地产信用债发行规模环比有所下滑  图 47：境内房地产信用债发行规模降幅持续扩大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 

 

图 48：境内房地产信用债单月发行与偿还规模对比  图 49：6 月境内房地产信用债呈净融资状态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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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内房海外债券发行规模环比有所下降  图 51：内房海外债券发行规模增速持续下滑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中达证券研究 

 

6. 重点政策回顾：地方政策持续高频 

地方微调政策较为高频，央行延长房地产金融有关政策。本月，地方微调政策

陆续落地。新房方面，地方政策主要聚焦降低居民购房成本，进一步激发其购

置意愿，如大连下调了三季度首套住房商贷利率下限，北京/宁波分别下调首套、

二套房贷利率至 4.75%、5.25%/4.00%，4.80%、贵阳贵安支持公积金又提又贷、

湖南拥有唯一住房家庭可申请商转公组合贷款等。二手房方面，各地持续优化

二手房交易政策，如福清取消交易权证满 2 年限制、西安多地推行带押过户业

务等。中央层面，近期央行延长“金融 16 条”内与房地产有关政策，或有望继

续为行业供需两端提供支持，部分销售偏弱的城市在政策上或仍有一定的调整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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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近期重点政策梳理，地方微调政策较为高频，央行延长房地产金融有关政策 

日期 对象 简述 

2023-06-15 深圳罗湖 

《若干措施》显示，创新租房补贴方式。结合罗湖区实际，以

“货币补贴”的方式，支持社会存量用房盘活，促进住房租赁市场

健康发展。对于符合条件的人才，采用“按房以人定租”的模式，

以支付租房补贴的方式保障人才住房供应，灵活解决人才的住房

问题。 

2023-06-15 大连 

《通知》明确，下调 2023 年三季度新发放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具体下调事宜由人民银行和银保监局指导大

连市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确定。同时在房交会期间实施 200 元

/平方米购房补贴政策。 

2023-06-16 福清 

取消二手房交易“权证满 2 年限制（凡在福清市购买新建商品住

房的，购房合同签订满 2 年，并已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即可转

让）”。 

2023-06-19 南京六合区 

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网签认购的购房对象，在取得《不动产权证

书》后，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人才购房专项补贴，区财政根据不

动产权证证载面积按 300 元/平方米的标准发放。 

2023-06-20 沈阳 

活动期间，将原 5 年内毕业生，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给予全额契税

补贴的政策，调整为毕业生给予全额契税补贴。即在活动期间，

不再限制毕业年限，只要是全日制中专以上毕业即可享受全额契

税补贴。 

2023-06-20 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3年 6月 20

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 LPR为 3.55%，5年期以

上 LPR 为 4.2%。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 

2023-06-21 临沂 

《通知》提出，支持高品质住宅建设。对符合条件的高品质住宅

项目，充分考虑项目品质成本增加因素，可按不超过 5%的比例

适当上浮销售价格。 

2023-06-21 北京 

北京地区银行房贷利率已普遍按照新的 5 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报价降低 10 个基点，首套房贷利率由此前的 4.85%

降至 4.75%；二套房贷利率由此前的 5.35%降至 5.25%。 

2023-06-21 宁波 
宁波多家银行宣布，该市首套房房贷利率为 4%，二套房房贷利

率为 4.8%，均较之前下降 10 个基点。 

2023-06-27 嘉兴 

自 2023年 7月 1日起，在嘉兴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二孩及以上家

庭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额度可按当期住房

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上浮 20%确定；其中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贷款额度可按当期首套首次最高额度上

浮 20%。 

2023-06-27 连云港 

通知称，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缴存职工家庭购买首套

住房进行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最低比例由 30%调整为 20%。并调

整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方式。取消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与账

户余额挂钩的规定，可贷额度按借款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月平

均缴存额及剩余工作月数分别计算等。 

2023-06-28 贵阳贵安新区 

提高贷款额度。首次在贵安新区购买商品住房的，公积金贷款在

最高额度基础上再上浮 20%。另支持公积金既提又贷。在贵安新

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在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或追加购

房首付款后，可申请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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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28 广州 

《通知》明确，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家庭（至少一个子女未成年）

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

额度上浮 30%。其他贷款条件及要求依据广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

政策执行。 

2023-06-29 毕节 

贵州省毕节市出台缴存职工购房六条新举措，包括调整贷款最高

额度、对多孩家庭实施优惠政策、降低二套房首付款比例等，支

持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刚性和改善性购房需求。 

2023-06-30 厦门 
厦门发布青年就业创业十条措施，包括面向来厦就业的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人才，落实好“五年五折租房”补贴政策等。 

2023-06-30 西安 

西安市城六区、开发区范围内，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不动产在存

量房交易过程中，无需先还清贷款解除抵押再办理过户转移，买

卖双方可以自愿选择使用“带押过户”服务。买卖双方与贷款银

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签订协议后，可以共同向不动产登记机

构提出申请办理房产转移登记及抵押权相关登记。 

2023-07-03 徐州 

徐州主城区（含经开区、港务区）卖旧房买新房给予补贴。补贴

办法为对购买新建商品住房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按合同

价的 0.8%补贴；面积为 90 平方米以上按合同价的 1.2%补贴。 

2023-07-03 镇江 

《通知》提出，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公积金缴存职工

购买自住住房符合我市公积金贷款相关规定的，职工个人最高贷

款额度由 30万元调整为 50万元；职工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由 50万

元调整为 80 万元。 

2023-07-03 深圳 

深圳发布“保障房‘1+3’新政”，三类住房通过城市更新、非居住存

量房改造等筹集。该新政将于 8 月 1 日正式实施。办法施行之日

起，不再安排建设安居型商品房和人才住房。 

2023-07-06 深圳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颁布《深圳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办法》，其

中提到 8 月 1 日起，港澳台居民可作为有深圳户籍家人的共同申

请人参与申请认购共有产权住房，不受户籍限制。 

2023-07-06 潜江 

据潜江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业务指南，借款人以所购买的期房，提

供住房抵押担保的，最高额度为 60 万元，且不超过房屋总价款

的 80%。此外，潜江市将推行“带押过户”申请公积金贷款业务。 

2023-07-06 龙岩 

福建龙岩市发布的《办法》表示鼓励被征收人选择房票补偿方式

实现补偿安置，选择房票安置的，可按规定给予房票奖励。房票

奖励包括房票政策性奖励和房票购房奖励。 

2023-07-07 九江 

对 2022 年 6 月 2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之间网签购房的购房对

象，继续申请阶段性购房补贴和交易契税财政补贴。下调个贷款

利率下限。对首套住宅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

于相应期限市场报价利率减 20 个基点，改为减 30 个基点。 

2023-07-07 湖南 

自 7 月 10 日起，该中心的商转公贷款（含商转公组合贷款）业

务仅支持拥有唯一一套自住住房的职工家庭申请办理。该中心的

商转公贷款业务将根据个贷率情况实行动态管理。 

2023-07-07 鹰潭 

鹰潭市将取消按月抵冲还贷和按年提取还贷二选一政策，实行住

房公积金按月抵冲还贷结合按年提取还贷并行。同时，实施多子

女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提前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异

地)或商业银行住房贷款，提取期限由 1个月调整为 3个月。本次

还调整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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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10 厦门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贷款落实异地

缴存互认政策的通知。职工配偶在异地公积金中心缴存公积金，

连续缴存时间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可纳入计算其家

庭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2023-07-10 央行 

综合考虑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为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对房地产企

业存量融资展期，加大保交楼金融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延长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有关政策适用期

限。 

2023-07-12 珠海 

珠海发布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多子女家庭在购买首套自住住房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贷款额度在可贷额度基础上可上浮

20%，但不超过珠海市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限额。同时符合

珠海市其他住房公积金贷款优惠政策条件的，贷款额度上浮优惠

不叠加执行，可就高选择其中一项。 

2023-07-12 山东 

将高品质住宅项目纳入绿色金融支持范围，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项目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加大信贷支持力

度、降低信贷融资成本等方式给予支持。对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买高品质住宅的，贷款额度可按一定比例上浮。 

2023-07-12 沈阳 

根据《通知》显示，政策调整为职工在“都市圈城市”内异地现金

购买二手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动产权证书》签发半年以上，

可办理提取。政策适用于缴存职工在“都市圈城市”内异地现金购

买二手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2023-07-14 汕头 

汕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对多子女家庭(按国家政

策已生育、抚养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在汕头市购买首套住房

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最高可贷额度上浮 20%的优惠政策，但不

得超过《汕头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规定的最高额度。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新华网，人民网，中达证券研究 

7. 投资建议 

积极政策支撑头部房企稳增长，维持“强于大市”评级。上半年，百城销售同

比增速维持正增长，但增速持续下降。月内央行明确房地产因城施策有优化空

间，政策基调更趋积极。预计头部房企销售及融资表现将持续优于同业，房企

内部业绩表现分化或进一步扩大。维持“强于大市”评级。 

8. 风险提示 

1）楼市调控政策或出现一定变动，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经营； 

2）受内外部环境影响，行业流动性水平或出现一定波动； 

3）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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