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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去年樓價跌12%

內地一手樓價4月漲幅近零

中指院指出，在政策不穩、信貸收緊、市場觀望等多方因素影響
下，4月房地產市場表現「旺季不旺」，百城住宅均價與3月基本

持平，樓價下跌城市數量明顯增多。
報告稱，首季宏觀經濟增速下行，房地產市場表現欠佳，進入4月市

場情況未明顯好轉。政策方面，隨不同城市的房地產市場走勢分
化，部分城市對現行政策有所放鬆，其中南寧對區域內數個城市有限
度放開限購，無錫、鄭州也對調控政策進行微調，部分中小城市房地
產政策放鬆預期升溫。

房貸規模繼續緊縮
信貸方面，受資金監管限制影響，房地產貸款規模繼續緊縮，同時

購房者房貸利率優惠減少。供需方面，開發商迫於資金回款和去化壓
力，平價開盤、打折促銷等「以價換量」現象增多。但購房者對後市
降價預期繼續升溫，進一步觀望並放緩入市，多數住宅項目開盤去化
情況並不樂觀。
數據顯示，4月房價下跌城市有45個，較3月增加8個，其中跌幅在

1%以上的有16個，較上月增加1個。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中，7城
環比上漲，3城下跌，價格上漲城市漲幅整體縮小，總體環比上漲
0.39%，同比上漲15.37%，繼續較前值收窄。
中指院日前已稱，截至今年4月27日中國重點城市房地產成交面積

同比均下降，其中北京降幅最大，為52%，而杭州及廣州則跌41%及
37%。

上海二手成交減三成
另外，「易居一手房價格288指數」顯示，4月易居一手房價數錄得
1,098.3點，按年同比升6.90%，環比跌0.02%，為一手房價自2012年7
月連升21個月後首次下跌。當中有11個出現環比下跌，主要為內陸省
份，有安徽省、貴州省、雲南省、內蒙、甘肅省、湖南省、黑龍江省
等。
一線城市上海，二手交易也出現大跌。抽樣統計，4月二手房市場成交

下跌近三成，成交大減也動搖賣家的信心，部分賣家主動減價3%至5%
出貨。市場分析指，隨「五一」假期到來，一手市場供應陸續增加，預
料以價換量的地產商會折價促銷，分散買家對二手市場的注意力。

廣交會三期開幕廣交會三期開幕參展商憂東歐單參展商憂東歐單
香港文匯報訊 第115屆廣

交會第三期昨日開幕，主要展
出紡織服裝類、鞋類、醫藥及
醫療保健類、食品類等商品。
不少參展商表示，當下國際市
場仍不溫不火，希望訂單量能
保持穩定，穩中求多。

新客有限 訂單求穩定
據中新社指，客流量相比一

期、二期均有所減少，但仍有
不少採購商在各個展位中洽
談。近年來，隨中國勞動力、原材料等生
產要素成本走高，讓外貿企業產品出口利潤
越來越薄。不少參展商表示，參加廣交會主
要還是和老客戶見面聯絡感情，保持穩定訂
單量，在展會上發掘的新客戶還是比較少。
福建卡迪奴實業發展公司萬純傑稱，近幾

年在展會上下單的新客戶只佔二成，且新客

戶更多的是下短單、小單，需要一定磨合
期。
近期東歐局勢緊張，也讓不少參展商憂心

影響市場。廈門建發公司林俊斌說，該公司
有幾個大客戶在俄羅斯，去年東歐市場不
錯，但對今年東歐市場心裡沒底，接那邊訂
單也比較謹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 溫州報
道）溫州市住建委房屋登記中心日前公
佈的《2013年溫州樓市白皮書》透露，
去年儘管該市房產交易量和交易金額同
比大幅增長，但是房價卻難遏下跌趨
勢，全年同比下降12%。業內人士指
出，溫州去年樓市交易以剛需居多，炒
資已基本撤離。
數據顯示，去年溫州市區新建商品住

房交易套數、成交金額同比均有明顯上
漲，該市市區商品住房成交量為117.232
萬平方米、10,287套、成交額265.25億
元（人民幣，下同），比2012年分別增
加73.32%、82.03%和 51.67%。不過，
該市商品住房銷售價格無力反彈，為每
平 方 米 22,626.15 元 ， 同 比 下 降

12.48%。
值得一提是，去年8月初，溫州儘管已

調整房產限購政策，放寬原本受控的二
套房產購買，但是該項放寬卻未出現交
易井噴。據白皮書數據，去年8月溫州市
區二手房成交 958 套，9月成交 1,001
套，還少於去年月平均成交量的1,247
套。從全年總體來看，樓市也並未因此
有較大改變。

放寬二套房無助交易
另從該市房產交易的戶型來看，中小
戶型佔成交量的絕大多數，80-90平方米
戶型全年共成交3,588套，佔總成交量
34.9％；二手成交同樣以中小戶型居多，
60-80平方米戶型佔2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謝孟謙）內地樓市降溫跡象進一

步明顯。據中國指數研究院公布的4月「百城新建住宅均

價」，同比及環比漲幅均連續第四個月收窄。報告稱，4

月內地100個城市新建住宅平均售價環比連續第23個月

上漲，漲幅為0.1%，較上月的0.38%明顯收窄；同比則

連續17個月上漲，漲幅亦從上月的10.04%降至9.06%。

■不少參展商表示，國際市場仍不溫不火，希望訂單穩中
求多。 中新社

■中指院指出，4月房地產市場表現「旺季不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