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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公摊取消公摊”，”，让购房者消费得明明白白让购房者消费得明明白白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宣称 130 平方米的房，实
用面积却只有 90 平方米。”“本
以为购置了 90 平方米的房产，
最终实际居住空间仅 50 余平
方米。”……近年来，因公摊面
积引发的低得房率问题层出不
穷，购房纠纷频频发生。

在推进“好房子”建设的背
景下，近来多地推出包括“取消
公摊”、优化计容规则在内的各
类举措，提高新建商品房实际
得房率。

消息一经放出，便引起人
们热烈讨论：“我之前买房是不
是多交钱了？”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
并不代表购房人就不再为公摊
面积买单，只是计价方式的变
化。受访专家表示，这一政策
有利于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依
法规范、优化和公开住房公摊
面积计算方式，合理适度提高
得房率。

提高得房率或成趋势

12 月 12 日，湖南省衡阳市
发布通知，明确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市行政区域内商品房实
行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销售。

不 到 一 周 时 间 ，12 月 17
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也发布消
息称，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逐
步推进“取消公摊”。

而在更早之前，广东省肇
庆市、湖南省湘潭市、安徽省合
肥市等地都印发相关措施或召
开专题会议，引导商品房实行
按套内面积计价宣传销售。

这一消息之所以引起广泛
关注和热议，是因为现在大部
分房企在进行商品房销售时按
建筑面积计价。

长期以来，公摊面积常常
因计算得不清晰而备受争议，
也衍生出了物业费、取暖费收
取等纠纷。

甘肃兰州市民郝先生购入
了一套普通商品住宅，房屋建
筑面积为 147 平方米，然而，实
际可供居住使用的套内面积仅

有 107 平方米，公摊面积占了
不小的比例。“业主承担了公摊
面积的费用，却很少能真正享
受到公摊面积上设置的广告
位、规划的车位等所产生的收
益。这些收益去向不明，感觉
自己的利益在无形中受到了损
失。”郝先生无奈地表示。

中 国 城 市 报 记 者 查 看 社
交媒体平台时发现，许多网友
对于提高得房率这一政策点
赞叫好。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此前
公摊面积计算在透明度方面存
在一定问题，商品房按套内建
筑面积计价销售能让购房者

“消费得明明白白”；杜绝开发
商将部分不应该计入公摊的面
积计入公摊，能够保障购房者
的消费权益。

在 58 安居客研究院研究
总监陆骑麟看来，按套内面积
计价销售正逐渐成为未来的主
流趋势。

“取消公摊”实则为
改变计价模式

1995 年 9 月 8 日，原建设
部发布《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
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正
式提出了公摊面积制度。这一
制度能保障房地产开发项目中
公共区域建设与维护的资金来

源，例如电梯、楼梯、走廊、物业
用房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成本，
可以通过采用公摊面积的计价
方式得以回收，使得小区的整
体配套设施能够得以完善和正
常运转。

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
不断发展，部分开发商利用公
摊面积的模糊性，不合理地扩
大公摊范围，导致购房者实际
得房率降低，却不得不承担高
昂的房价成本。这引发了购房
者的诸多不满和质疑。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于取
消公摊面积制度的呼声日益高
涨。随着多地逐步推进取消公
摊面积的政策，“取消公摊”正
成为社交平台上频繁登陆热搜
的“顶流”关键词。人们也更关
心：“我早买了房，是不是多花
了钱？”“以后买房是不是不用
再支付公共区域的费用了？”

需要指出的是，按套内建
筑面积计价，并不代表购房人
就不再为公摊面积买单了。

“目前，市场上对‘取消公
摊’的理解其实是不太准确的，
准确理解应是取消含公摊的计
价方式。”上海中原地产首席分
析师卢文曦表示，公摊是客观
的存在，一个小区的固定建筑
面积必然由套内面积和公摊面
积两部分共同组成，小区内的
公共道路、楼梯等都属于公摊，
取消并不现实。

张家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相关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

“取消公摊”的意思是鼓励房企
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销售，并
非不计公摊成本。这只是计价
方式的变化，让消费者消费得
明明白白。

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也在政策解读中提及，购房者
办理的不动产权证书仍会体现
房屋建筑面积、专有建筑面积、
分摊建筑面积 3 个数据。

举例来说，假设一套房子
建筑面积是 100 平方米，此前
单价是 1 万元/平方米，总价就
是 100 万。其中公摊面积 20

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 80 平方

米。如果调整为按套内建筑面

积计价，那房子总价还是 100

万元，但单价就变成了 1.25 万

元/平方米了。

物业费、采暖费、税费咋收

虽然“取消公摊”并不意味

着总价降低，但从需求端来看，

高得房率的房屋实则更受消费

者青睐。

据媒体报道，近期，郑州、

长沙等多地涌现一批高得房率

的住宅项目。即便这类项目比

周 边 部 分 项 目 价 格 高 出 近

2000 元/平方米，但因得房率

高，在溢价的情况下，仍受到了

购房者的欢迎。

不过，也有不少人心生疑
问：“后续物业、采暖等费用该
按什么标准交？”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用房成本方面，目前物业费、采
暖费、税费等大多是按建筑面
积来计算。截至记者发稿前，
已发布相关政策的城市在执行
层面尚未作出具体规定。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来看，
“按套内面积销售”仅是计价口
径的问题，若后续有根本性的政
策扭转，则需要更多的配套政策
来完善，包括对于过去的所有存
量项目、在售项目如何解决联动
问题等，是比较复杂的。

“一旦政策广泛实施，也将
引发一系列新问题，如新老住
宅面积计算标准的差异可能导
致房屋买卖中税费计算复杂化
等。”陆骑麟呼吁，政府在推动
政策时，不仅要着眼于短期内
刺激楼市回暖，还需制定配套
措施，以应对后续问题。

麟评居住大数据研究院高
级分析师关荣雪认为，按套内
面积计价有助于购房者更直观
地了解所购住房的实际价格，
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纠
纷。除提升市场透明度带来的
影响外，长期来看，这一政策也
有助于房地产市场更加公平合
理地发展，使得购房者能更容
易接受房屋的定价，可能带动
市场活跃度的提高。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12 月 26 日，国新办举行新
闻发布会，现场发布了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以下简称“五经
普”）结果。中国城市报记者注
意到，在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中，首次增加了数字经济的调
查内容。

“ 从 普 查 数 据 来 看 ，我 国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产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稳步推进，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
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在解读数
据时表示，具体来看有这样几
个特点：

第一，数字产业化取得显
著成效。数字产业化也就是
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它包括
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
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
要素驱动业，这是数字经济发
展的基础。2023 年，我国共有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
单位 291.6 万个，实现营业收

入 48.4 万亿元，占全部二三产
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
比重为 10.9%。

第二，数字制造和数字应
用优势明显。“五经普”数据显
示，2023 年全国共有数字产品
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26.2 万
个，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
总量的 9%，营业收入 20.5 万亿
元，占比 42.3%。数字技术应
用业企业法人单位 143 万个，
占 比 49%，营 业 收 入 14 万 亿
元，占比 29%。

第三，东部地区数字经济
发展态势较好。从数字经济发
展的区域特点来看，东部地区
由于基础条件好、应用场景多，
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全国。2023
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
个区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
法人单位数量占全国的比重分
别 是 62.2%、20.2%、13.6%、
4.0%；四个板块营业收入占全
国 的 比 重 分 别 是 73.0%、
13.8%、11.9%、1.3%。

第四，产业数字化转型稳

步推进。“五经普”数据显示，
2023 年，47% 的规模以上企业
应用了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
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
分产业看，第二产业中54.1%的
规模以上企业应用了数字技术，
其中 41.6% 的规模以上企业应
用了云计算，40.1%应用了工业
互联网，32.1% 应用了物联网；
在第三产业中，41.5%的规模以
上企业应用了数字技术，其中
34.5% 应用了云计算，22.2% 应
用了物联网。

““五经普五经普””首次增加数字经济调查内容首次增加数字经济调查内容

“上海购物”跨年营销活动
品牌 IP持续打造

12月26日，上海南京路新世界大丸百货

中庭大屏幕上滚动播放南京路步行街“2025

跨年迎新购物季”广告画面。据悉，今年活动

以街区消费券发放、商家营促销活动、跨年不

打烊狂欢、街区主体氛围美陈布置等内容，增

强消费吸引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持续打造“上

海购物”跨年营销活动品牌IP。

中新社发 王 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