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炒房客大幅减少 楼市平稳运行可期

� � � �

2011

年元旦三天， 一线城市

楼市成交量没有延续去年底飙升的

势头， 整体回归平稳。 记者采访的

多位分析人士均表示， 经过去年几

轮调控， 炒房客大幅减少， 目前房

地产市场结构更合理， 因此今年楼

市平稳运行的可能性较大。

去年底， 京沪广深

4

个一线城

市楼市成交量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上

涨。 北京链家房地产有限公司销售

人员向记者表示， 去年最后两个月

看房的人猛增， 主要因为到年底了

买房者担心来年又出新政策， 因此

许多人突击买房。

元旦过后， 楼市结束了去年底

的井喷势头， 趋于平稳。 数据显

示， 元旦三天， 深圳共成交

307

套

新房住宅， 日均成交

102

套， 这个

数字不及去年底的日均成交量， 但

略高于去年同期的成交量。 此外，

北京元旦前两日新建商品房网签总

量同比去年大幅上涨。

合富置业首席分析师龙斌表示，

限购令等政策使大量炒房客远离楼

市， 目前一线城市买房者以首次置

业及改善型置业为主。 链家地产的

销售人员也表示， 来看房的客户中

买房自住者居多， 投资的只占一小

部分。 根据世联地产的研究报告，

去年深圳住房的销售结构中， 均价

在

2

万以下的中小户型最受欢迎，

这说明目前市场上刚性需求强。

世联地产深圳区域总经理朱敏表

示， 受政策影响， 深圳市场投资客

确实减少了， 但总体而言投资客数

量仍不少， 因为投资客先前已经积

累了不少房源， 而且一线城市房屋

保值功能被市场看好， 购买者也多。

此外， 经过去年的几次洗牌， 房

地产市场卖方惜售心理加强。 朱敏表

示： “房地产市场目前运行稳定， 买

房者信心增加， 不担心房屋会迅速贬

值， 同时卖方惜售心理也加强了。 因

为在一线大城市， 业主将房屋卖掉的

价钱不一定可以买到同样的房子。”

去年

15

个城市的限购政策让大

量炒房客远离了楼市， 据悉， 限购政

策将在许多城市延续下去。 日前福

州、 海口、 厦门宣布， 将继续执行原

本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的商品

房限购政策。 此外， 北京、 上海、 广

州、 深圳的限购政策也将延续。

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 “限购

令” 对降低房价的作用不大， 但分析

人士普遍肯定了它的作用。 龙斌表

示， “限购令” 的延续能够继续遏制

投机买房， 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是利好。 他表示， 今年楼市平稳运行

可能性大， 除非经济危机再次出现，

否则楼市整体降价的可能性小， 不过

不排除局部区域性的降价。 朱敏则认

为， 新房市场的房价主要取决于开发

商的资金情况以及政府推进保障性住

房的速度， 如果银根继续收紧， 房地

产市场将会受影响。

由于

CPI

居高不下， 业内人士预

计今年可能还有

4

至

5

次的加息过

程， 将加息效应累积的话， 开发商融

资压力将增加， 但同时普通工薪阶层

供楼的压力也增大， 有可能让更多人

的买房计划搁置。

去年刚在深圳买房的李小姐就有

点无奈， 原因是从今年开始， 她每个

月要多交

100

多元的月供。 李小姐表

示： “每个月要多支付

100

多元， 虽

然不会对生活造成大的影响， 但如果

物价继续上涨、 银行再加息等效应叠

加， 估计生活质量将下降。”

上周上海产权市场

制造业成交

22

亿

证券时报记者 孙玉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

示，

2010

年最后一周， 上海产权市场有多个

行业成交金额超过亿元。 成交金额居首的是制

造业， 一周成交

13

宗， 成交金额合计

21.91

亿元。 其次， 公用事业和资产管理业成交金额

分别为

11.45

亿元和

6.48

亿元。

数据显示， 上海产权市场交易活跃共有

14

宗产权项目采取多次报价法完成交易， 市

场发现价格功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中， 上海

国有独资企业东湖集团出让上海东湖因私出入

境服务有限公司

47%

股权转让项目， 挂牌价

为

159.8

万元， 经过多次报价之后， 最终被上

海一家私营的咨询有限公司收购， 收购价格

534.8

万元， 增值率高达

234.67%

。

此外， 还有多笔超亿元大型项目公开挂牌

成功转让。 其中， “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

限公司

61.35%

股权” 转让项目以

16266.28

万

元被江苏一家私营的电力有限公司收购， “华

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1.8%

股权” 转让项目成

交价格达到

2.52

亿元。

从新推挂牌项目来看， 项目最多的行业是

制造业， 一周新推挂牌项目

12

宗， 挂牌金额

合计达到

2.96

亿元。 其次， 房地产业一周新推

挂牌项目

8

宗， 挂牌金额

10.87

亿元； 金融业

一周新推挂牌项目

4

宗， 挂牌金额

9.77

亿元。

百余辆进口沃尔沃

XC60

昨日被召回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记者日前从国家质检总局获悉， 沃尔沃汽

车销售 （上海） 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递交

了召回报告， 由于前电动座椅的位置限位器缺

陷， 将于

2011

年

1

月

4

日起召回部分

2009-

2011

款的进口沃尔沃 （

Volvo

）

XC60

车辆， 据

该公司统计， 涉及车辆数为

135

辆， 型号为

XC60

， 生产日期为

2009

年

2

月

4

日至

2010

年

10

月

25

日。

据了解， 缺陷产生的原因是车辆前电动座

椅的位置限位器安装不到位， 造成座椅移动时

超过预期的最大极限， 从而可能会使驾驶员和

前座乘客在碰撞事故中受伤的风险加大， 存在

安全隐患。

通用汽车

２０１０

年

在华总销量超

２３５

万辆

据新华社电

４

日， 通用汽车宣布， 其

２０１０

年在华汽

车销量超过

２３５

万辆， 刷新历史纪录。

根据通用汽车最新公布在华业绩年报： 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通用汽车全年在华销

量累计达到

２３５１６１０

辆 ， 同比增幅高达

２８．８％

， 再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

２０１０

年通用汽车全年在华推出

１１

款新车型或升级换代车型。

作为通用汽车旗下的全球化品牌， 雪佛兰

品牌

２０１０

年在华总销量达到

５４．４

万辆， 增幅

高达

６３．４％

。 别克品牌全年累计销量达到

５５

万辆， 同比增长

２３％

。 豪华品牌凯迪拉克全

年销量累计达到

１．７

万辆， 同比增长

１３９％

。

上汽通用五菱旗下的五菱品牌

２０１０

年以国内

销量

１１４．９

万辆， 同比增长

１４．８％

的成绩在国

内微车领域独占鳌头。

乐淘网上鞋城

2

亿融资到账

证券时报记者 天鸣

2011

年元旦刚过， 中国最大的网上鞋城

乐淘在北京正式宣布： 总金额

2

亿人民币的第

三轮融资全部到账， 投资方全部为乐淘的老股

东。 乐淘第一轮投资人策源基金继续坚定不移

的追投， 第二轮领投德同资本也宣布跟进， 而

乐淘第二轮投资人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老

虎基金此次领衔乐淘第三轮融资。 据介绍， 这

也是资金投入持续高热的电子商务行业在

2011

年正式宣布的第一笔融资。

乐淘网上鞋城副总裁陈虎表示， 乐淘自去

年

6

月获得第二轮融资之后， 订单量稳定增

长， 每一季度均比上一季增长

50%

以上， 目

前乐淘鞋城在售品牌

70

个， 有

7000

多款鞋

子。 由于乐淘采用了独有的代销模式， 全部商

品不仅都在乐淘的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沈阳

5

地分仓中， 而且都是供货商以代销方式

供应乐淘， 乐淘的供应链上游端真正实现轻量

化， 不占压乐淘的运营资金。 这使得乐淘即使

充分预估了

2011

年电子商务市场剧烈的竞争

程度之后， 所需再次融资的资金需求也没有超

出

2

亿元人民币。

优惠政策退场 乘用车市冷清开锣

伴随优惠政策到期终止， 乘用

车市场元旦开始降温。 不少

4S

店

销售人员反映， 与往年车水马龙的

火爆场面相比， 今年元旦假期前来

咨询和下订单的客户明显减少。 记

者走访多家汽车销售商城发现，

4S

店展厅大都门可罗雀， 试驾的车辆

一字排开、 乏人问津。

岁末年初， 车市遭遇小排量车

购置税优惠等三大政策的携手退

场。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财政部

公布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车辆

购置税减征政策到期停止执行。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财政部再发

通知， 公布汽车下乡和汽车以旧换

新补贴政策终止。 业内人士认为，

上述三大优惠政策退场后对消费者

心理影响较大，

2011

年一季度车

市增长势头放缓。

深圳罗湖一家

4S

店销售人员谭

先生告诉记者： “现在小排量汽车

购置税由

7.5%

恢复为

10%

， 如果要

购买

15

万元的车， 价格比

2010

年

底高出了

3750

元， 所以年前年后店

里汽车的销量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谭先生还透露， 要不是很多客户想

赶在春节前买车方便假期出行， 估

计这段时间订单还会缩水。 北京车

市受到刚刚出台的限购令影响， 成交

情况也一片冷清。 汽车业内的专家苏

晖分析称， 北京约有

70%

的购车需求

将被压缩， 预计受此波及， 今年将有

50

至

80

家

4S

店逐步被淘汰。

记者注意到， 不少

4S

店在元旦期

间主推排量较大的

SUV

、

MPV

、

GTI

等轿车， 避开小排量购置税优惠终结

的风头。 还有很多经销商开展店内抽

奖等各类促销活动来刺激购车热情。

一汽大众一家

4S

店销售代表告诉记

者， 目前公司给予速腾指定车型零利

息购车等多重优惠， 还有不少车型除

了享受

3000

元财政补贴， 还可以获得

经销商

2000

元左右的额外补贴。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供不应求的

热门及畅销车型， 优惠政策取消的负

面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深圳侨

城东一家

4S

店， 前来购车的消费者

黄先生向记者表示： “我看中的是刚

上市的热门新款车， 采用

1.4TSI+

DSG

的动力组合， 看中它节能省油、

性价比高。 可惜元旦三天跑了好几家

店， 连样车都没瞧见， 都说样车也被

卖光了。 提车时间少则两三个月， 长

则半年左右， 真是好事多磨。”

该店的销售人员否认了有关厂商

限量保价一说， 他告诉记者： “主要

是因为这种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从国

外进口， 目前产能跟不上需求。 由于

这种热门车款不愁订单， 一直处于供

不应求的状态， 基本上没有促销活动，

不加价就算是优惠了。” 据其介绍， 类

似畅销车每个月能到货四五辆就不错

了， 很多客户都在排队等候提车。

来自平安证券的分析预计， 汽车

行业在

2011

年将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判断

2011

年汽车销量在

2000

万辆以

上， 增长

12.5%

左右， 而人力成本和

销售费用的上升将降低行业盈利水

平， 汽车行业利润增速将低于销量增

幅。 此外， 国家在限制轿车消费的同

时， 加大公交设施建设、 提高公交出

行比例， 因此大中型客车及相关零部

件公司的投资机会依然值得看好。

产经

Industry

B3

2011

年

1

月

5

日 星期三

主编

:

庞珂 编辑

:

于丽波 电话

:0755-83517225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元旦

3

天北京楼市

成交量同比增

150%

2011

年元旦小假期， 北京楼

市成交依然火热， 成交量虽较

2010

年底出现萎缩， 但同比

2010

年元旦期间却大幅上涨了

150%

，

新房和二手房成交量双双出现了

大幅上涨。 业内人士预计， 北京

1

月份楼市成交可能继续上涨。

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数据显

示， 元旦

3

天， 二手房总成交量为

182

套， 期房住宅总成交量为

505

套， 现房住宅为

741

套， 均同比

2010

年元旦有大幅上涨， 上涨幅度

分别达到了

213%

、

23.8%

、

612%

。

楼市住宅总成交达到了

1428

套，

比去年元旦期间的

570

套上涨了

150%

。

北京中原三级市场研究总监

张大伟介绍， 元旦期间北京中原

多家门店的回馈信息显示， 今年

元旦期间客户咨询量和委托量比

去年同期分别增加了两成和三成，

部分购房者利用年前最后的假期

看房， 人们的购房意愿依然高涨，

预计长假后成交量将很快恢复节前

的高峰。

九九房搜索市场负责人王伟伟分

析，

2011

年楼市顶住调控压力火热开

局， 显示出当前的主力购买人群对楼

市前景的看好， 对楼市的长远发展前

景抱有乐观心态的重要原因是房地产

市场在近

10

年间与经济增长同步，

长期处于上升通道中。 尽管调控政策

层层加码， 在自住需求增加、 投资需

求回流的带动下， 元旦期间北京楼市

成交涨势依旧未减。

2010

年

12

月商品房市场成交放

量为新年元旦定下了基调，

2011

年

元旦假期

3

天时间内， 北京市商品房

成交延续放量。 “链家地产” 首席分

析师张月认为， 前期压抑的需求开始

有所释放， 政府也并没有出台新的调

控政策， 购房者观望情绪有所松动，

1

月份新房成交可能继续上涨。

近期北京二手房成交的快速升

温促进了新增挂牌房源量的增加， 据

九九房搜索统计显示，

2011

年元旦

期间， 北京二手房新增挂牌量仍然保

持增长 ， 环比

12

月同期增加了

11.3%

， 报价也有所提升， 环比上涨

2.7%

。 王伟伟认为， 二手房新增挂牌

量、 价双双提升， 意味着受需求影

响， 售房业主的心态也有所变化，

一方面希望借助良好的市场行情出

售房屋， 另一方面又担心出售后房

价继续增长损失收益， 因此纷纷提

高报价， 导致目前二手市场新增房源

量价齐升。 但是， 业主报价走高的现

象不可持续， 随着二手供应量的增

加， 供需将趋于平衡， 甚至部分区域

的供大于求， 必然会影响到价格上

行走势的稳定。

而对于北京元旦期间环比节日

前三天成交量的明显下调， 张大伟

认为， 主要原因是长假导致的签约

后延， 预计在小长假后将继续恢复

2010

年末的成交高峰。 他同时指出，

由于楼市对于政策调控已经产生极

强的免疫力， 只有增加保障房的供

应， 降低保障房的购买门槛， 才能

遏制过快上涨的商品房价格， 以北

京为代表的城市将在

2011

年供应大

量的保障性住房， 预计调控的效果

将逐渐明朗化。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报告预计

今年楼市调控或加码

经过

2010

年史上最严厉调控后，

“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 的目

标初见成效， 但离预期效果还有距

离。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昨日发

布的 《

2010-2011

年度全国房地产政

策研究报告》 认为，

2011

年我国宏

观调控不会放松， 同时针对部分城

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宏观调控也将难

以放松， 甚至还会有所加码。

报告认为，

2011

年房地产调控

不可能放松， 仍将稳定房价作为核

心目标， 中央将督促相关部门和地

方政府进一步落实好既有政策， 加

大查处、 约谈、 问责力度， 在此基

础上， 如果房价依然明显上涨， 则

极有可能出台新的调控政策， 尤其

是在比较关键的第二季度， 如果楼

市由春暖向夏热演变， 则第四波调

控极有可能出台。

而在

2011

年第一季度， 报告认

为， 由于正处春节前后的传统淡季，

市场不太可能偏热， 属于政策观察

期， 推出新一轮调控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

2011

年的具体政策动向，

报告认为，

2011

年我国极有可能开

启房产税开征试点， 而且鉴于当前

调控房价效果不佳， 部分热点城市

房价依然存在明显上涨的冲动， 第一

季度上海或重庆都有可能进行试点

征收。

同时， 报告认为，

2011

年将进一

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重点将

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2011

年将开

工的保障房是

1000

万套， 几乎是

2010

年新开工量的两倍， 并且， 首次

提出了 “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

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 表明未来

将形成住房供应的双轨制， 保障和市

场 “两条腿走路”。

另外， 报告还认为，

2011

年将会

综合采取财税金融、 土地、 市场监管

等联动措施， 继续抑制不合理的购房

需求。 主要是继续落实 “国十条” 和

“

9.29

新政” 的政策， 尤其是加大对土

地闲置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力度，

抑制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土地财政的行

为， 调整土地储备、 土地利用、 经营

性用地出让制度； 房地产信贷不会放

松， 三套限贷、 外地无纳税证明限贷

等严厉政策还将持续， 开发贷款、 房

地产信托等保持紧缩态势； 限购政策

将继续执行， 若房价继续上涨， 则实

行限购的城市还将继续增多； 由于明

年人民币还将继续升值， 外资进入房

地产业的热情继续高涨， 限制外资的

政策还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深沪京位居

2010

年

12

月

百城住宅价格前三甲

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

价格指数对

100

个城市的全样本调

查数据，

12

月百城住宅价格最高

的十个城市分别是： 深圳、 上海、

北京、 杭州、 三亚、 温州、 广州、

宁波、 福州和南京。 其中， 深圳以

24902

元

/

平方米排名第一位。

数据显示，

2010

年

12

月， 全

国

100

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

8564

元

/

平方米， 环比上涨

0.9%

，

其中

82

个城市价格环比上涨，

18

个城市环比下跌。 价格上涨的城

市中， 泰州上涨幅度最大， 为

2.56%

； 价格下跌的城市中， 下跌

幅度最大的宁波跌幅为

0.97%

。

根据百城价格指数对北京等十大

城市全样本调查数据，

12

月十大城市

住宅平均价格为

15523

元

/

平方米，

环比上涨

0.75%

。 具体来看， 除上海环

比下跌

0.12%

外， 其他

9

个城市均环比

上涨， 其中成都涨幅为

2.32%

， 居于首

位； 天津、 深圳、 重庆和武汉介于

1%

至

1.5%

之间； 北京等

4

个城市涨幅低

于

1%

。 同比来看， 十大城市住宅平均

价格上涨

27.72%

。 其中， 杭州、 天津

和深圳涨幅排名前三， 幅度介于

30%-

35%

之间； 南京、 重庆等

6

个城市介于

20%-30%

之间， 武汉为

17.4%

。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