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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

靜 北京報道）住宅成交量

大幅下滑，房價開始鬆動，

土地市場紛紛拋出「過冬

論」，樓市是否臨近拐點成為業

界關注焦點。對此，儘管接受

本報採訪的專家對拐點說持不

同觀點，但均認為房地產市場寒冬正悄然

臨近，且房價由上漲到下降趨勢已經明

確，而中央樓市調控還將繼續深化，開發

商應放棄「冬眠」，早做降價換量打算。

北京中原地產三級市場研究部總監張大

偉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樓市成交持續

低迷，全國一線城市價格開始實質性下

降，降價維權、企業資金鏈緊張、中介關

舖等消息不絕於耳。很明顯，樓市在最嚴

厲的調控政策執行8個月後，已經逐漸進

入冬季，樓市拐點已經出現。

著名財經評論人葉檀亦指出，目前，包

括北京、上海等在內的一線城市，已經出

現房價鬆動的現象，隨 樓市調控的不斷

深化，這種由成交量下滑發展到房價鬆動

的趨勢將在全國蔓延。

但中國房地產學會副會長陳國強則認

為，統計局10月份房產數據進一步確定了

房價由上漲到下降的事實，表明中央樓市

調控初見成效，但並沒到「拐點」。他

說，10月份70大中城市環比下降和持平的

城市變多，且有近八成房價漲停，但目前

出現大幅下降的樓盤僅是個別項目或樓

盤，從整體來講，房價出現大幅下降的可

能性依然不大，因此，並不能輕言房價拐

點已到。

房價出現鬆動，調控會否轉向？一些開

發商依然對調控鬆動心存幻想。對此，張

大偉指出，儘管目前執行的房地產政策選

擇面臨方方面面的問題，但鑒於此前屢次

調控越調越高的狀況，令政府公信力面臨質疑，

因此本輪宏觀調控承擔了更多政治意義，且經濟

過分依賴房地產的模

式已經發展乏力，高

房價也帶來了系列社

會問題。綜上可以預

測，本輪調控預計短

時間內不可能取消，特

別是在一線城市，如果GDP

漲幅在8.5%以上的情況下，

調控政策退出的可能性基本

不存在，開發商應放棄冬

眠的打算，選擇降價換

量。

但張大偉亦坦言，目前

調控最根本問題是地方政

府的執行力度，儘管全國

超過40個城市執行了限購

政策，但鬆緊程度遠不一

樣，中央依然需要警惕部分地

方政府放鬆對政策的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北京再現售樓處被砸
的事件，樓市出現斷崖式下降。據統計，全
國近兩月已發生多宗售樓處被砸事件。
據中廣網報道，部分業主在購房論壇上表

示，由於北京「順馳領海」項目本月初下調
了第五期和小六期住房的售價，11月12日，
部分業主聚集到領海售樓處進行維權。由於
當時未能與相關代表達成一致意見，部分業
主情緒失控，對售樓處模型沙盤進行了打
砸，一度造成售樓處正常接待客戶工作的中
斷。
上述項目位於五環外，屬路勁集團。已經

開了四期，目前大幅降價房源為項目尾盤，
推測為開發商清貨收官、回籠資金的策略。
目前拋售房源大約30套左右（含一整棟），

之前每平米賣過16,000-18,000元。現在147㎡房源最低每平米1,3200元。
北京通州的華業東方玫瑰、珠江拉維、潤楓領尚等多個項目的之前降價促

銷均出現了明顯的老業主維權現象，其中大部分的結果是都以開發商讓利補
償為主。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社消息，匯豐在投
資報告中寫道，房價崩盤進而衝擊銀行系統
甚至整體經濟，這對於中國來說是不可承受
之重，政府將竭盡所能讓房地產行業實現軟
陸。

匯豐認為，房地產市場實現軟 陸對消費
僅會造成有限影響，因為中國的家庭負債率
較低，且軟 陸造成的負面財富效應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由居民消費慾望上升以及可支配
收入的增加所抵銷。散戶投資者或可將資產

配置從房地產物業轉向A股市場。軟 陸將
消除政策隱憂以及股市的主要不確定性因
素。目前的股價已經消化了房價下跌30%-
50%的預期。

匯豐：中國地產軟 陸利股市

香港文匯報訊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
露，中國銀監會向銀行發出警示，稱一些得
到地方政府支持的項目可能會遭遇資金枯竭
問題，而隨 房地產銷售的減緩，提供給開
發商的貸款也有可能變成壞賬。該知情人士
說，銀監會上周通知各銀行，要它們加快對
還貸困難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資產出售和
債務重組。銀監會還表示，銀行應停止向開
發商發放「高風險」貸款。

四大銀行市值縮水710億美元

銀監會今年收緊了銀行的資本規定，並要
求整頓表外資產。隨 風險增加，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本周依然呼籲中國加強對銀行
業的監管。中國10月份住宅銷售環比驟降
25%，中國工商銀行和其他三大國有銀行今
年市值合計縮水約710億美元。
金英證券研究部副主管李聲揚表示，「中

國政府對樓市仍然非常謹慎，不希望看到房
價出現大幅波動。其實壓力正在積聚：政府
擔心部分開發商可能關門大吉，進而引發銀
行貸款違約」。銀監會駐北京新聞官員表
示，他不便立刻就此發表評論。
巴克萊研究部上周預測，明年中國住房價

格可能最多下跌30%。統計局資料顯示，從
1998年至去年年底，房價已累計上漲140%。
據消息人士透露，銀監會說部分開發商一

方面利用銀行貸款等資金來支持房地產項
目，另一方面又以這些項目為依託進行房地
產信託貸款，這種做法可能引起「重大信用
風險」。銀監會表示，銀行應該把需要重組
的房地產貸款最差定為「不合格貸款」，並
予以降級。

本月15日，IMF首次發佈對中國金融體系
的正式評估報告。IMF稱，儘管中國在金融
部門商業化改革方面取得顯著進展，但脆弱
性在逐漸增加。IMF建議，中國銀行業升級
風險管理體系，中國央行和監管機構應該增
聘有經驗的員工，必須提升信息披露標準。
今年，中國工商銀行和另外三大國有銀行

的股價在香港市場平均下挫21%。投資者越
來越擔心，小企業、地產開發商和地方政府
的貸款違約率可能攀升，進而威脅中國的經
濟成長。

樓市不景 銀行防貸款壞賬

數據顯示，與9月
相比，10月新建

商品房環比價格下降
的城市增加17個，達
到34個，而環比價格
上漲的城市中，漲幅
均未超過0.2%，漲幅
上限較9月再度收窄。
北京、上海、廣

州、深圳、杭州等一
線城市新建住宅價格
指數，除北京持平
外，其他城市環比均
有小幅下跌。而在新
建商品住宅方面，這
五個一線城市房價環
比均小幅下跌。其
中，上海環比降幅最大，達到0.3%。國家統計局解釋，新建住宅含保障性住房；新
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

借貸危機 致溫州「領跌」全國
與去年同月相比，10月70個大中城市中，價格下降的城市有兩個，包

括寧波和溫州，且溫州在經歷民間借貸危機之後，一路「領跌」全國，
是次降幅達到5.5%。綜合來看，同比去年10月漲幅回落的城市有59個。
同比漲幅在5.0%以內的城市有57個，比9月份增加了8個。但值得注意的
是，包括烏魯木齊、廣州、長沙、廈門在內的11個城市同比漲幅依然
超過5%。其中，烏魯木齊漲幅更是達到7.6%。
此外，二手住宅價格變動情況，也顯現樓市「變臉」的趨勢。

與上月相比，70個大中城市中，價格下降的城市有38個，持平
的城市有19個。與9月份相比，10月份環比價格下降的城市增
加了13個。價格上漲的城市中，環比價格漲幅均未超過
0.5%。

限購城市　環比漲幅均值現負數
同時，北京中原市場研究部數據顯示，在70個指標城市數據

中，限購城市平均環比漲幅首次出現負值，特別是京滬廣深4個
特大城市的房價漲幅已經從7月開始連續3個月停滯後，在第四
個月出現了全面下調，北京下調0.1，上海下調0.3，廣州下調
0.2，深圳下調0.1。綜合來看，限購的40個城市的跌幅為0.215，非限購
城市跌幅為0.047。
唇亡齒寒，在房價開始鬆動之際，土地市場亦紛紛拋出「過冬論」。北京中原監測

數據顯示，全國主要的133個一、二、三線城市中，前10月成交地塊為7,734宗，其中
4,619宗以底價成交，比重約為
60%；13個主要城市中，成交地塊
中底價成交佔比達52.8%，土地以
底價成交成為主流，甚至不少城
市頻頻上演土地流拍現象。
業內人士指出，綜合數據來

看，10月70大中城市同比環比房
價漲幅均出現了明顯的下調，特
別是反映目前市場情況的商品住
宅環比指數，首次出現環比下調
現象，且下調幅度達到0.14%。隨
樓市調控政策繼續落實，交易

市場的天平將逐漸傾斜至「買方
市場」，樓市降價的輪廓越來越清
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18日發佈數據

顯示，10月，全國70大中城市房價環比下降的城市達到34個，持平的

有20個，首次出現下跌城市數量超過上漲城市；特別是更反映目前市

場情況的商品住宅環比指數，亦在10月首次出現環比下調，下調幅度

達到0.14%。業內人士指出，不論是樓市還是土地市場已齊步進入

「寒冬」，樓市交易天平正逐漸傾斜至買方市場。

樓市入「寒冬」 交易天平傾向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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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瀋陽舉辦的中小戶型房交會上，房產
商為吸引購房者而舉行鋼管舞表演。 中新社

■北京部分業主在售樓處維
權。 綱上圖片

■內地有房地產商推出「為愛築巢」、「30歲奮鬥得起的房」
等宣傳語，推出價格相對優惠的中小戶型住宅，以吸引

「80後」情侶購房。 中通社

■10月份中國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下降的城市明顯
增多。圖為北京市CBD附近的樓盤。 新華社

■樓市滑坡，工商銀行等幾大國有銀行市
值合計縮水約710億美元。 資料圖片

■空中航拍的深圳一地產開發區。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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