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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取消限购限售 全国仅四地仍限购
楼市“限购令”大面积退出后，还有哪些增量政策值得期待

自9月底中央定调“促进房地产
市场止跌回稳”以来，北上广深和多
个二线城市，已陆续调整甚至完全取
消限购等行政限制性楼市政策。据相
关研究机构16日最新统计，目前仅北
京、上海、深圳和海南部分城市仍然
实施限购。

天津取消
住房限制性措施

据天津市人民政府网站10月16日
消息，日前，天津市出台《关于进一步
优化房地产政策 更好满足居民合理
住房需求若干措施》，其中明确取消住
房限制性措施，一是取消本市新建商
品住房和二手住房购买、转让等方面
的限制性措施。不再对新建商品住房
销售价格上限实施指导。二是取消本
市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标准。

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本次限购取消后，天津市户籍居民
和非本市户籍居民，均可在全市范围内
购买住房(包括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
房)。非本市户籍居民无需提供纳税或社
保证明等购房资格证明材料。

取消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标准
具体是什么内容？天津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天津市原有的
普通住房标准是住宅小区容积率1 . 0
以上，且单套住房建筑面积144平方米
及以下。该标准取消后，在商品房开发
建设、交易等各个环节，均不再区分普
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将有利于降低
开发成本，减轻居民家庭购房负担。

海南省仅剩三亚
限购未做调整

“除了天津，近日海南多地也全面
退出限购，这意味着2010年以来实施
的限购政策，已逐渐走向退出历史舞
台的阶段，也是房地产市场‘市场归市
场、保障归保障’的重要体现。”上海易
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说。

10月7日，海南省东方市、文昌市
和澄迈县均宣布调整或全面取消该地
商品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
房)购买及交易限制政策，具体涵盖

“不再进行购房资格审查”“不再限制
购买套数”“商品住房在取得不动产证
后即可上市交易”等内容。

海南曾有“调控最严省”之称。但全
域限购实施6年后，今年初以来，海口、五
指山等多地已不同程度松绑了楼市限
购，比如，放松外地户籍购房者的社保年
限要求，海南户籍多孩家庭可以多买一
套商品住房，缩小限购范围等。

目前，海南省仅剩三亚限购未做
调整，主城区保留着外地人5年社保限
购的门槛。

进入10月后，除天津、海南之外，另
有多地在此前楼市宽松性政策的基础
上，进一步明确全面取消楼市“三限”。

比如，福建省泉州市出台《进一步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政
策措施》，全面取消限购、限售、限价。
该政策自2024年10月1日起实施，有效
期至2025年12月31日止。

京沪深优化楼市政策
限购政策仍存在

9月底，广州成为一线城市中首个彻
底退出限购政策的城市。限购政策调整
后，广州市户籍、非户籍居民家庭和单身
人士在全市范围内购买住房的，不再审
核购房资格，不再限制购房套数。

北京、上海和深圳也在9月底全面优
化楼市政策，包括下调首付比例、松绑楼
市“三限”等，但限购政策仍存在。

具体而言，上海放松外环限购，深
圳优化分区住房限购政策、非本地户籍
购房社保年限要求，北京对于非京籍、高
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的购房资质要求也
予以放宽，同时明确通州区按全市统一
政策执行。

一线城市楼市成交量
改善明显

国金证券相关研报显示，今年9月
下旬，从中央到地方，楼市宽松政策密
集加码，居民购房信心有所修复，国庆
假期重点城市楼市表现总体好于9月
和五一假期，其中，以北上广深为典型
代表的核心城市，受益于政策利好，新
房和二手房成交均大幅增长，整体市场
热度稳步回升。

以北京为例，今年国庆长假，北京
楼市成交量是近年来同期的最高点。
其中，二手房上涨超过150%，新建住宅
上涨超过200%。

今年“十一”期间，沪市19家房企
实现销售额合计约215 . 64亿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约24 . 1%，大幅高于行业1
至9月的同比增速。10月13日，上海全
市二手房成交套数达1334套，创下自
去年9月以来的单日成交新高。

前期深度调整的天津、武汉、郑州等
也出现了短期来访、认购上升的迹象；但
合肥、宁波、南京等城市表现比较平淡，
整体认购和前期变动不大，项目分化持
续加剧。

落实好存量政策
加快推出增量政策

为进一步扭转房地产市场价格下
行预期，楼市“三限”政策会全面取消
吗？如果不能，应以何种程度保留？如果
进一步松绑，能释放多少需求？

“中央赋予地方调控自主权，限
购、限价、限售等前期市场过热时期实
施的限制性措施，各地可因地制宜实
施调控，是否全部取消，关键看城市市
场发展情况。”成都市城市建设发展研
究院副院长冯波说。

他认为，目前，大部分城市已取消了

限制措施，一线城市对限制措施进行了
优化调整。调整或取消这些限制性措施，
是在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
势下，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需求
释放和提高供给水平的做法。

相比于楼市行政调控政策松绑及
财政、土地等支持性政策，中国房地产
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晟表示，金融
政策，比如信贷政策的松紧程度，对于
楼市预期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也是
显性效果最大的。所以，当前存量房利
率下调，对于购房消费起到了实实在
在的推动作用，能够有效降低购房者
的资金压力，是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同
时，多地降低二套房首付比的政策，也
有利于激活一部分购房需求。

在陈晟看来，京沪深全面取消“限
购”存在较大阻力。尽管如此，随着多部
门利好政策迭出，到2025年，一线城市楼
市有望率先进入一个稳定状态。相比之
前，二、三线城市楼市预期的复苏，仍待
更大的政策力度，进行精准发力。

进入四季度后，中指研究院政策
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房地产政策将
围绕落实好存量政策和加快推出增量
政策展开。”她表示，对于存量政策，预
计各地将积极落地取消普宅标准，降
低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等。

9月底，北京和上海两地均提出，
将及时(适时)取消普通住房和非普通
住房标准。

12日，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国新办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透露，正在
抓紧研究明确和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
住宅标准相衔接的增值税政策。

对于增量政策，陈文静预计，核心
城市将继续优化限制性政策，除个别
核心区域外，全面取消三限政策是趋
势，以此带动更多增量需求入市；“补
人头”加大购房补贴力度，降低中介佣
金、交易税费等也存在市场预期；同
时，为了给房企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
还有望进一步优化房企预征预缴税费
政策，加快相关税费清退等。

不过，尽管中央与地方纷纷推出政
策，但整体进展稍显缓慢，业内人士对
此分析：“市场通常因高资金成本和价
格压力而对收储政策反应谨慎，加上地
方政府在债务考核上的约束，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压制了政策的推进效果。”

据第一财经、大象新闻等

除了限购政策不断松动外，此轮
政策调整中，放松或取消限价也成为
一大重点。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
计，今年以来，郑州、沈阳等超10城取
消新房限价；杭州、泉州等地新出让
土地取消限价要求；另外，邵阳、抚州
等地针对特定人群购房或团购房源
不设价格下限。限价政策持续调整，
有利于开发企业灵活地进行价格调
整以加速回款，同时也有利于优质的
项目实现更高溢价，满足不同项目需
求。

密集政策提振下，“银十”开局以
来，多地楼市现暖意。据克而瑞研究
中心统计，其监测的重点23城“十一”
期间新房项目认购面积环比上升
77%，同比上升65%，其中北上广深四
个一线城市同比增长102%，二、三线
城市同比增55%。

深圳、上海楼市热度近期出现明
显回升。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
计，10月1日-7日，深圳新建商品住宅
认购销售1841套，合计19 . 18万平方
米，认购量较去年同期增长664 . 14%；
二手房方面，全市头部中介机构带看
量、成交量日均值较2023年国庆假期
分别增长22%、339%。另据媒体报道，
上海近日二手房网签量大幅上涨，创
一年新高。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四
季度各地房地产政策将继续发力，持续助力房地产
市场止跌回稳。加之近期市场情绪不错，也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积极回暖和信心恢复。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大数据项目组认为，在
一揽子利好政策引导下，一、二线城市成交量出现迅
速上升情况，但目前房价仍以跌为主。头部一、二线
城市正在筑底，但市场复苏仍将是一个艰难反复的
过程。从景气指数反映的市场信心看来看，消费者市
场预期已经发生转变，卖方话语权逐步加大。在一线
城市中，深圳对新一轮政策的反应较为明显，信心回
升较大。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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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看，我国房地产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仍有很强支撑。

房地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在于
其所处的地位和政策支持。国家高度重视
房地产业发展，多措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
止跌回稳，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可期。

房地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在于
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2023年，
我国城镇化率为66.16%，与发达经济体
80%以上的水平相比，还有提升空间。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不到50%，
仍有1 . 8亿外出农民工在城市中并未
完全市民化，在这些进城农民工中购
房比例尚不高。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为
41平方米左右，但现有住房存量中，90
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占绝大多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城镇化深入
推进，房地产市场改善性需求、刚性需
求都还较大。

房地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在于居
民对“好房子”的需求持续不断。“好房子”
将有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
服务。新房子将被建成“好房子”，老房子
也将结合城市更新，被改造成“好房子”。

房地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在于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潜力巨大。其中，
正在推进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都在快速
推进，均会带动房地产相关投资消费。

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周
期，但这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有利于
结构优化，有利于房地产业高质量发
展。随着各地继续坚持因城施策，房地
产市场将逐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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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自即日起取消新建商品
住房和二手住房购买、转让等
方面的限制性措施，不再对新
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上限实
施指导；同时，取消该市普通
住房和非普通住房标准。

海南

东方市、文昌市和澄迈县近
日均宣布调整或全面取消商品
住房购买及交易限制政策。

目前，海南省仅剩三亚限
购未做调整，主城区保留着外
地人5年社保限购的门槛。

泉州

10月1日起全面取消限购、

限售、限价，有效期至2025年12
月31日止。

广州

9月底，广州成为一线城
市中首个彻底退出限购政策
的城市。广州市户籍、非户籍
居民家庭和单身人士在全市
范围内购买住房的，不再审
核购房资格，不再限制购房
套数。

成都

10月15日，成都出台楼市
新规：新购住房取消“满五、满
二”规定，在成都新购商品住
房(除定向销售项目外)和二手
住房的，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
即可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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