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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今年以来，深圳、无锡、成
都、西安、上海、绍兴、广州等地
陆续出台二手房成交参考价格
机制，二手房市场监管备受社
会关注。当下，二手房市场监
管存在哪些痛点？数字化赋能
又将带来哪些改变？在日前举
办的第二届中国智慧社区博览
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城市报
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多地迎二手房强监管

日前，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发布《关于建立二手住房交
易参考价格发布机制的通知》
称，对于成交活跃的热点区域，
以住宅小区为单位，由广州市住
房政策研究中心在过去一年二
手住房网签成交价格基础上，综

合考虑评估价格、周边一手楼盘
成交价格等因素，形成二手住房
交易参考价格，适时发布。

二手房指导价并非首次出
现在大众视野。2月8日，深圳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以二
手住房网签价格为基础，参考
周边一手住房价格，综合形成
全市住宅小区二手住房成交参
考价格，并以住宅小区为区域
网格单元，发布了3595个住宅
小区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

3月2日，无锡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发布《关于规范我市
二手房交易秩序的通知》，宣布
将建立二手住房价格信息发布
机制，对已经成交的房源信息
和明显异常的挂牌价格要及时
予以下架。

5月28日，成都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发布《关于建立二手住
房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的通

知》，表示成都市城市建设发展
研究院将利用大数据手段，经调
查分析，形成成都市区域板块二
手住房成交参考价，并在成都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微
信公众号、成都住房租赁交易服
务平台等网络平台发布。

此后，西安、上海、绍兴、广
州等地陆续跟进，相继出台有关
二手房指导价的相关调控政策。

不良中介吃差价

在多地迎来二手房强监管
的背景下，市场监管面临哪些挑
战？在受访专家们看来，如何解
决信息不对称难题首当其冲。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
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
吴江东太湖度假区党政办二级
调研员高杏林告诉中国城市报
记者，房地产市场产业链条长、

涉及部门多、业务范围广。从
拍地到建造到一手房销售，到
二手房、三手房销售，再到建设
资金、维修基金监管，或多或少
会出现一些监管不到位的情
况，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

如何理解二手房交易过程
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信息不
对称主要表现是管理方的监管
部门、市场方的各类企业、市场
客体的购房者或者业主，三方
拥有的信息量不同。”高杏林进
一步解释。

就监管部门而言，高杏林
认为，如果得到的是不全面的
数据，或者是经过修改后失真
的数据，监管部门将难以准确
掌握房地产交易市场真实情
况，不利于相关部门精准施策。

“作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
如果能从源头上掌握第一手市
场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制定相
应政策，将对房地产行业发展起
到良性引导。”高杏林说。

信息不对称也深刻影响着
二手房交易行为。以二手房交
易市场为例，业内人士介绍，房
源信息是二手房交易中的重要
因素，也是行业中的重要资源，
二手房市场中素有“房源为王”
的说法。

据了解，目前的二手房交
易市场上，卖方一般通过线下
中介门店或第三方平台发布房
源信息，买卖双方完全脱离中介
完成交易的情况相对较少。易
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也坦言，当前全国二手房交
易中,约85%的交易是由中介机
构参与完成的,而房主和购房者
自主交易的比例相对不高。

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借助
无序扩张的资本力量，对市场
上的房源信息容易形成线上和
线下全方位垄断。“个别不良中
介利用信息不对称，存在‘吃完
买家吃卖家’两头欺骗的情况，
损害了买卖双方的利益。”上述
业内人士介绍说。

插上数字翅膀打造智慧房管

记者注意到，针对信息不
对称导致的监管难题，也有地
方试图通过数字化赋能房产市
场管理，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便是其中之一。

吴江区住建局房管处信息
科科长杨静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说：“今年9月，吴
江区上线智慧房管平台，通过
运用大数据、可视化、全链条管
理模式让房产从出生到预售、
交易、使用所有的管理环节、生
产数据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争取让信息成为闭环，让监管
无死角。”

以二手房交易为例，杨静
介绍，居民可以在平台上发布
想出售的房屋信息，购房者可
以根据自身需求在平台上匹配
合适的房源，在此过程中房源
真实性得到保障。相关监管也
可以把房屋信息公开透明的发
布给所有的房产中介，然后由
中介进行服务。

如何确保信息真实性？“发
布信息的用户需经过实名注
册，买卖房屋的整个过程与个
人诚信系统挂钩，如果发布虚
假消息就会面临相应惩戒。此
外，平台后期将上线的人脸识
别功能，个人发布消息时需要
经过人脸认证。”杨静说。

“现在很多人卖房子需要
通过中介，有的房源本来已经
完成交易，还继续挂在中介平
台，成为虚假房源。”杨静认为
通过智慧房管平台，房子如果
完成过户程序会从相应平台下
架，这样已经下架的房源信息
便不会被中介再次利用。

据介绍，该平台除了房屋
二手市场管理（交易、租赁）管理
模块外，还包括底数摸排、楼盘
管理、预售管理、数字合同、资金
监管等模块。“例如在资金监管
过程中，银行的资金流通过系
统真实反馈给政府，使个别开
发商的猫腻无处遁形，切实预
防楼盘烂尾现象。”杨静说。

智慧房管或击破二手房虚假房源智慧房管或击破二手房虚假房源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快
速发展，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的数字经济成为世界经
济发展趋势。在2021全球数字
经济大会上，《北京市关于加快
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
实施方案》发布，其中“建设全感
知城市，建设智能网联化城市道
路”成为北京市破解超大型城市
治理难题的突破口。

近日，由北京市科学技术
协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首都科
技创新成果展——智行万里”

主题展开展，共分“序厅”“聪明
的车”“智慧的城”“幸福的梦”
四大展区，涵盖了汽车、交通产
业发展、车联网为代表的现代
交通支撑性技术，支持“车、路、
云、网、图”协同实现的全产业
链科技成果及北京市高级别自
动驾驶技术发展历程。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整个
展区，人们不仅能直观地看到
到底是依靠哪些技术加持，才
让“车、路、云、网、图”真正实现
协同发展；还能亲自上手体验
各种展教设备，跟着专业讲解
员们一起近距离接触智慧交通
全产业链科技发展背后的科学

奥秘，共同畅想未来城市里的
智慧交通新形式。

“我不仅是货车公司的老
板，也是一名司机。以前我一
直不明白，为什么国家要花这
么大的力气发展自动驾驶，今
天来了现场终于有所感悟。”现
场的一位中年观众意犹未尽地
摘下自动驾驶体验设备并和记
者分享他的心得：“自动驾驶不
仅是为了让我们更安全，也能
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去思考更
有价值的事。我可以把更多的
注意力放在货物运到哪儿会有
更高的收入，什么时候出发更
符合市场要求。”

实际上，北京市在智慧交
通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了实际
性建设进展。作为人工智能与
智慧交通发展的战略高地，北京
市是我国最早开放和规范自动
驾驶道路测试的区域，也是我国
目前自动驾驶产业发展速度最
快、配套最完善的城市之一。数
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北京市
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安全行
驶里程已超过3064256公里。

自动驾驶只是北京市发展
数字经济、实现“数字管理”的
一个突破口。

据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
主任柯文进介绍，下一步，北京

市将综合考虑城市路网现状基
础、多种交通工具并行、市民出
行方式选择等因素，规划好建
设目标、推进路线、组织机制等，
明确技术规范和数据标准，确保
车流、信令、导航、车载等数据都
能按照统一标准融合应用；在经
济技术开发区等基础条件较好
的区域加快高级别无人驾驶、车
路协同等超前技术应用场景建
设力度，为智慧交通体系迭代发
展提供支撑；大力度推广应用智
慧红绿灯、智慧诱导屏、智慧停
车、车载智能设备等成熟技术，
走区域性试点、规模化推广的智
慧交通建设路子。

北京北京：：智慧交通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助力智慧交通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助力

山东省青岛市：2021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启幕

9月24日，以“电定基础、智胜千里”为主题的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在山东省青岛市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六大板块全面推进工业互联网与消费电子融合创新，打造“智能硬

件+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的C2M产业生态闭环，实现消费电子万物互联、家电新生态，形成互联网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