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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居民购房成本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多部门出台改善住房普惠性政策观察多部门出台改善住房普惠性政策观察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郑钧天

今年以来，多部门出台税
收、金融普惠性政策，降低居民
购房成本，支持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市场人士表示，这
些普惠性政策的实施效果正在
显现，有助于提高需求端活跃
度，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

刚性和改善性需求
迎住房金融税收政策利好

10月底，家住四川省成都
市青羊区的刘先生着手实施换
房计划，在中介机构以符合市
场价的报价挂牌。

刘先生告诉记者，他在青
羊区的住房面积较小，想把自
己在锦江区的一套房子卖掉，
在青羊区置换一套稍大些的房
子自住。但由于是二套售卖，

需缴纳几万元的个人所得税，
便一直未下置换决心。

让他下定置换决心的是不
久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的
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
人所得税政策。这项政策预计
可以替刘先生节省近2万元的
个人所得税。

此次新政策出台，对于大
部分城市来说，换房可以节省3
万元至5万元税费，而北京等
城市部分房源能节省更多税
费。交易房屋情况不同，个税
征收情况也不同。

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市
场研究总监陈文静说，住房金
融和税收政策直接关系购房群
众切身利益，购房贷款利率的
下调和税收的减免，有助于释
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活
跃房地产市场需求端，稳定市
场预期。

今年5月，人民银行、银保
监会发布相关通知，调整差别
化住房信贷政策。对于贷款购
买普通自住房的居民家庭，首
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
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20个
基点。

人民银行发布的2022年
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
告显示，从实际发放的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看，2022年
10月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为4.3%，较上月下降4个基
点，较上年末下降133个基点。

住房金融和税收政策
“组合拳”效果初显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当前
已有天津、武汉等超20个城市
下调首套住房商贷利率下限

至4%以下。同时，下调首套住
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15 个百
分点，5年期以上利率已下调
至3.1%。

业内人士表示，去年上半
年不少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
曾达6%，如今已大幅降低了2
个百分点左右，房贷利率处于
历史低位，购房成本下降。

据测算，如果购买首套住
房申请商业贷款100万元，按
贷款 30年、等额本息还款计
算，贷款利率从6%降为4%，1
个月可少还款1200多元，30年
总共可节省近44万元，减轻了
购房者负担。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
测，10月份以来不少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网签成交量明显回
升，北京、重庆、厦门、济南、成
都、无锡、沈阳等城市新房成
交面积环比增加超过10%；个

别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城
市，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购房
需求集中释放，成交量增幅超
过50%。

贝壳研究院监测数据显
示，10月贝壳50城二手房成交
量比9月和比去年同期均有所
提高，成交量连续第4个月高
于去年同期。50城中天津、成
都、大连、石家庄、青岛、厦门等
33 个城市成交量较上月增
加。二手房带看客户量较上月
也有所增长，10月贝壳50城二
手房带看客户量较上月增长约
10%，反映需求端活跃度提高。

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
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

专家表示，各项税收、金融
普惠性政策效果正在显现。各
地要继续稳定房地产市场，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因城施策用足用好
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压实地方政府责
任，保交楼、稳民生。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
长刘洪玉说，此次国家层面作
出政策安排，将首套房贷利率
降至历史新低，并赋予地方更
大自主权，恢复执行居民家庭
换购住房的个人所得税优惠，
有助于地方因城施策，逐步修
复市场信心，为地方政府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提供助力。

当前房地产市场恢复的基
础还不稳固，特别是受疫情多
点散发的影响，居民对购房的
决策趋于谨慎。中国宏观经济
研究院研究员刘琳表示，从中
长期看，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
没有改变，城镇化仍在持续推
进，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仍将不断释放，房地产市场
发展前景仍然较为广阔。

北京平原地区首个北京平原地区首个““国家森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花落副中心花落副中心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11月17日，北京城市副中
心举行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专题发布会。记者从会上
获悉，北京城市副中心经过5
年多的不懈努力，国家森林城
市创建36项指标已全部达标，
成为北京平原地区首个高标
准、高品质、高效益的国家森林
城市。

通州区副区长秦涛介绍，
通州在上一轮百万亩造林新增
19.3万亩绿化的基础上，启动
实施了《北京市城市副中心园

林绿化三年行动计划》和新一
轮百万亩造林工程，实施造林
20余万亩。副中心建成东郊
森林公园、台湖公园等万亩以
上森林8处，千亩以上森林组
团32处，建成并开放各类公园
51处，建成北运河绿道、运潮
减河绿道等375公里。

副中心在东部实施潮白河
森林生态景观带等8项工程，
新增3.5万亩生态绿带，促进了
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在西部实
施永顺城市公园、台湖万亩游憩
园等6项工程，新增2.6万亩生
态廊道，增强了副中心和市中心

城区的生态联系。副中心环城
绿色休闲游憩环上打造的13处
公园，目前已建成9处。在核心
区域，占地11.2平方公里的“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已于2020年
9月对外开放，成为首都生态文
明建设的“金名片”。

通过 5 年的创建，截至
2021年底，副中心森林总面积
45.42 万亩，比创建初期增长
17.3%；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50.47%，提高15.82%；城区公
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达到 87.33%，超过指标要求
7.33个百分点；副中心居民每万

人拥有绿道长度达2公里，超过
指标要求1.5公里，“两带、一环、
一心”绿色空间布局基本形成。

副中心创森行动给百姓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绿色
空间持续拓展，百姓推窗见
绿。”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局长胡
克诚说，东郊森林公园、张家湾
公园等多处大型公园的影响力
和吸引力不断攀升。以西海子
公园、“三庙一塔景区”、大运河
森林公园为主体的“北京通州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已
全面开放。

据统计，城市副中心林地、

绿地、湿地年碳汇量已达50.2
万吨，每年约有71万立方米修
剪剩余物得到资源化利用，森
林单位面积碳蓄积量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

秦涛表示，下一步，副中心
将推进城市滨河景观体系建
设，推进五河沿线区域滨河景
观提升；高水平推进道路绿化
建设，重点推进老城区支路街
巷绿化品质；推进精品绿化乡
村、绿化镇区建设，实施100个

“精品乡村公园”建设，塑造与
地域文化主题匹配的“一镇一
景”绿化景观风貌特色。

第四届中韩贸易
投资博览会开幕

11月 18日上午，以“畅

通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

的第四届中韩贸易投资博

览会暨江苏—韩国经贸合

作交流会在盐城国际会议

中心开幕。本届开幕式首

次采用双会场模式，分别在

盐城、首尔设置会场进行实

时连线直播。图为观众在

第四届中韩贸易投资博览

会展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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