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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城均价连涨4月 楼市暖风渐至

算上新出炉的
9

月数据，房价环比已连
续
4

月上涨，再淡定的刚需购房者也有些坐
不住了。根据百城价格指数对

100

个城市新
建住宅的全样本调查数据，

2012

年
9

月，全
国
100

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
8753

元
/

平方米，环比
8

月上涨
0.17%

。

这是房价自
2012

年
6

月止跌后连续第
4

个月环比上涨，不过涨幅继续收窄。购房者
是否已经错过“最佳时机”？不少大型开发商
的推盘当前也进入小高峰，但价格难跌甚至
出现不同幅度的上涨。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
发现，业内普遍认为目前中国房价处于筑底
回稳局面，最佳入市时机可能已经过去。

房价已处于回稳状态
8

日发布的《

2012

年
9

月百城价格指数
报告》显示，

2012

年
9

月，全国
100

个城市
(

新
建
)

住宅平均价格为
8753

元
/

平方米，环比
8

月上涨
0.17%

，自
2012

年
6

月止跌后连续第
4

个月环比上涨，但涨幅继续收窄。同比来
看，百城房价下跌

1.40%

，连续
6

个月下跌，

但跌幅缩小。

百城中环比上涨的城市达
60

个，

38

个
城市环比下跌，

2

个城市持平。与上月相比，

本月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个数增加
1

个，其
中跌幅在

1%

以上的有
7

个城市。 业内分析
认为房价已经处于回稳状态， 中央房地产
调控成效显著，房价合理回归趋势明显。

“楼市政策博弈中房价连续
4

月上涨，

我认为原因有三。”同策咨询总监、房地产
专家张宏伟分析称，第一，市场“基本面”有
支撑。今年

1

月至
8

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
去年同期出现首次回升的迹象。 二是成交
量的持续回升导致开发企业资金面紧张的
局面得到缓解。 三是以一线城市为代表的
重点城市房价环比在上涨， 结构性地带动
全国房价继续坚挺并且保持微涨。

正因如此， 政策层面的力度今年不见
放松。 发改委开展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专
项检查，上海抽检高价、高涨幅及外地人士
购房高占比项目，广州限售高价项目等，都
旨在力压房价过快上涨。

“成本加剧，在所有东西都涨价的时候，

如果房价不升的话就相当于下降，所以有上
涨是正常情况”， 合富辉煌首席分析师黎文
江告诉南都记者，因为

CPI

上升，意味着建筑
材料等成本上升，而人均收入上升等于劳动
力成本上升，微微上涨“属于正常情况”。

降价可能性几不存在
多数房地产企业三季度以来加大推盘

力度，同时定价保守。国泰君安分析师李品
科称，调研的结果显示，市场有所好转，开
发商降价的意愿愈发消极。

已有多位业内开发商向记者透露，

9

月

下旬、

10

月迎来下半年的一波推盘高峰。融
资方面的开发贷也明显好于去年底及上半
年，额度基本可保证。

“经过前三季度的努力消化，不少开发
商的库存正在大量减少。”一位大型国企房
地产人士告诉记者， 在上半年的以价换量
过程中，开发商利润损失很明显，下半年已
经根本不愿再降价。

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
京等城市的库存相比年初均有明显下调。

北京中原地产人士更直言， 库存已经跌到
历史低点。

近来土地市场升温， 溢价率及成交价
格明显上涨的现象也让业内担忧， 房地产
后市不可能再出现降价。 多位知名财经评
论称， 支持明年房价上涨说法的专家阵营
已经越来越大。 当前楼市以价换量已经结
束，四季度出现降价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

2012

年三季度以来， 由于经济的不确
定，政策调控预期多空交替上演，市场房价
博弈转向地价博弈，给

6

月至
8

月带来一波好
行情。但受政策、经济因素影响，整体市场趋
势仍不明朗，

9

月至
12

月市场将再度进入震
荡期。”有关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

从领头房企前三季度的布局看，一线房
企三季度销售业绩均出现迅猛增长， 率先
“快跑”。 保利地产今年前三季度销售额完
成
764

亿， 已经与去年全年销售额持平，部
分主要地方公司提前完成销售目标。而与其
他以价跑量的企业不同的是， 保利今年的
平均销售均价与去年同期并没有明显下降。

知情人士称，这得益于其产品结构适当，对
政策环境的准确把控。

最佳买房时机已逝
“购房者已经错过最佳购房时间窗，购

房者应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了。”同策咨询
顾问总监、 房地产专家张宏伟告诉南方都
市报记者。

一家大型国企有关负责人表示， 度过
资金最困难时期的房地产企业当前没有动
力展开新一轮降价。 加上土地溢价已经上
涨的情况下， 开发商对利润的要求可能更
高，

10

月房价将依然会有一定程度上涨。

“全国百城房价连续
4

月上涨的现象，

表明当前价格已经接近“市场底”，在政策
“微调”定向宽松及成交量持续回升的市场
背景下， 房价不可能重回大幅降价的市场
环境。”张宏伟表示。

亚太城市研究院院长谢逸枫也表示，购
房者已经很难在短期内找到之前大幅降价的
购房时间点，“现在已经错过最好的节点”。

在前八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
14

个月来首次止跌回升后， 预计今后几个月
房地产市场将扭转降势，平稳回升。

（摘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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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调查队更名为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矿产调查院

根据《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及所属事业单位清理规范的通
知》（豫编办〔

2012

〕

298

号），从
2012

年
7

月
28

日起，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第三地质调查队正式更名为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
质矿产调查院，简称地矿三院。

单位职能与业务范围
地矿三院隶属于河南省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局， 正处级财政全额拨
款事业单位，主要从事地质调查、矿
产勘查、 矿产开发和地质科学技术
服务活动。 主要职能是承担国家和
省级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资源调
查和地质勘查、地质环境、测绘与地
理信息技术服务工作， 为国家和地
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资源保
障和地质服务。

业务范围涉及地质调查、 矿产
勘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
质、灾害地质、农业地质、旅游地质、

城市地质、矿产开发、矿业权经营、

地质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 测绘与
地理信息系统服务领域。

完备资质与技术力量
甲级资质：固体矿产勘查、区域

地质调查、水文地质勘察、岩土工程
勘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
害治理工程勘查、 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施工、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工程测
量、地籍测绘、房产测绘、行政区域

界线；

乙级资质：岩矿鉴定与测试、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

丙级资质：水工环地质调查、地
球物理勘查、地球化学勘查、地质钻
探、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

二级资质：地基与基础工程施
工、土石方工程、汽车驾驶员培训。

全院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300

余
人，占职工总数的

57%

，其中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4

名、高级工程师
57

名。

厚重历史与辉煌成就
地矿三院是能征善战的国家功

勋地质勘查单位，成立于
1956

年，原
名地质部中南地质局四七九队、河
南省地质局舞阳地质队、 大别山综
合地质队、豫

11

队、地质十队，

1980

年更名为河南省地质局第三地质调
查队，

1981

年迁至信阳市东方红大
道

527

号。

2008

年启用郑州科研生产
基地。

建院
56

年来， 从桐柏山到大别
山，从中原腹地到塞外边疆，从立足
国内到逐鹿海外，该院完成

800

余项
矿产勘查项目， 提交

1000

多种地质
报告，发现

50

多种矿产和
500

余处矿
产地，其中特大型矿床

3

处、大型矿
床
15

处、中型矿床
33

处。取得地质勘
查、地质科研成果

500

多项，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地矿部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12

项。探
明的桐柏县银洞坡金矿为特大型金
矿床； 探明的桐柏县破山银矿为我
国首次提交的大型独立银矿床；探
明的信阳上天梯非金属矿， 珍珠岩

和膨润土储量为特大型矿床， 沸石
和含碱玻璃原料储量为大型矿床，

其中珍珠岩矿为亚洲规模最大、质
量最好； 探明的商城县汤家坪大型
钼矿， 实现了大别山地区金属找矿
的历史突破，被授予“全国地质勘查
行业优秀地质找矿项目一等奖”；探
明的光山县千鹅冲特大型钼矿，开
创了大别山地区金属找矿日月星辉
的灿烂前景， 被评为

2011

年度河南
省地质找矿十大找矿成果。

该院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
设，在基础施工、工程勘察、测量测
绘和环境地质等领域， 先后承担并
完成了国家、 省、 市重点建设工程
4000

多项。 其中承建了长江荆南干
堤防渗墙， 京九铁路光山潘祠堂铁
路桥桩基；沪蓉西高速公路、新建郑

州—武汉、 合肥—武汉、 太原—中
卫—银川客运高速铁路专线勘察；

南水北调中线沙河至漳河渠段测
绘； 西气东输燃气管道驻马店至信
阳段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国家重
点建设施工项目

100

多项。完成信阳
百花会展中心、信阳百花之声剧场、

信阳师范学院体育馆等工程勘察，完
成信阳百花会展中心、信阳恒大名都
小区桩基施工，国家第二次土地调查
等地方重大建设项目。 获得地矿部、

建设部等部级工程质量管理奖
10

多
项，获得厅局级优秀奖

20

多项，获得
市级优秀工程奖

100

多项。

坚持“走出去”发展，不断拓展
空间。在内蒙古、黑龙江、青海、新疆
等地， 完成多项中央和省级地勘基
金地质项目。在山西、陕西、湖南、湖
北、广东、重庆等地，完成多个大型、

特大型工程勘察项目、 路桥施工项
目和地质灾害治理项目。 在印度尼
西亚、非洲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开展
了一系列地质勘查工作。

文化建设与和谐队伍
在坚持“三光荣”传统和“四特

别”精神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队
兴我荣、 队衰我耻”、“创新经营、创
造效益”、“平安、富足、和谐”、“持续
推进、务实发展、规范运行”的发展
理念和目标， 多措并举地抓好地矿
文化建设。 先后获得第十二届全国
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 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等荣誉称号。

地矿三院院长徐友灵 地矿三院党委书记万守全

“黄金周”房地产市场延续“休假”状态

上海成交量大幅下滑六成多、 北京
网签量创下

4

年来最低、海南各地楼盘售
楼处门庭冷清……刚刚过去的国庆“黄
金周”， 不少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延续着

9

月以来的“休假”状态。

“金九银十”过于平淡，此前七八月
份却迎来热销， 楼市传统淡旺季的循环
被打乱。市场最新信息显示，多地银行正
在酝酿提高房贷利率。人们困惑，未来楼
市会延续“谷底徘徊”，还是“蓄势反弹”？

楼市“淡旺季”循环被打乱
“看了一整天，真正有优惠的楼盘不

多。”近期有买房意向的肖莉，对刚刚过
去的上海“十一”房展会有些失望。统计
显示，有

200

多家知名房企和中介机构亮
相这次房展会， 但有真正优惠的项目不
到
30

个，看房者观望氛围浓重。国庆前
7

天， 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
7.74

万平方
米，环比下滑

66.62%

。

中原地产研究部统计数据还显示，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 北京新建商品住宅
签约

874

套，为近
4

年来同期最低网签量。

全国
54

个城市在黄金周前
7

天合计签约
约

1.6

万套，环比降幅为
70%

。而
9

月份，

54

个城市中有约半数城市成交量有不同

程度下降。

传统的楼市旺季“金九银十”缘何成
了“铁九铜十”？

专家分析认为，今年一季度以后，受
以价换量、信贷政策松动等因素影响，刚
性需求大量入市，使市场明显升温。数据
显示， 今年三季度主要城市住宅成交量
创下近三年新高。 房企资金压力开始缓
解，降价动力随之减弱，反过来又影响了
购房者的购房意愿。

为遏制可能出现的升温态势，

10

月
到来之前，住建部“适时”表示，将对执行
调控政策不力、 放松调控政策造成房价
过快上涨的地区实行问责。此外，房产税
扩容的预期也有所增强。

“这些政策面上的‘信号气球’，直接
影响市场。”上海永庆房屋总经理陈史翎
说，短期内房企难有涨价底气，而购房者
对市场的期望值也大大降低， 短期内也
难有明显起色，处于“谷底徘徊”阶段。

地市“躁动”会否助涨楼市预期
10

月
8

日， 万科在土地市场再度出
手，通过招拍挂方式以

6.5

亿元斩获广东
佛山一地块。

7

月以来，万科明显加快“抢
地”节奏，曾在

6

天内斥资
68.9

亿元，连拿
四块地。

杭州市国土部门的出让公告显示，

10

月杭州主城区将有
18

宗土地挂牌出
让， 其中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各有

9

宗。

这是近两年来杭州单月最高土地出让
量。

与楼市的不温不火迥然不同， 近期
土地市场的活跃态势十分明显。 一份针
对
13

个重点城市的统计显示，

9

月土地市
场的成交环比超过

30%

。从挂牌情况看，

10

月将继续新一轮的土地“盛宴”。

新一轮“抢地潮”缘何兴起？国土资
源部相关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国住
房用地供应计划落实

4.72

万公顷， 不到
年度计划三成，个别城市更是不到

10%

。

不难理解，为缓解地方财力紧张、增加后
市住宅供应，近期各地“扎堆”推地在情
理之中。同时，一些实力较强的开发商对
楼市长远走势持乐观态度， 趁低迷期逆
市抄底。

虽然土地市场“有热度但没有过
热”，短时间内不会过度反弹。不过，也有
业内人士指出， 土地的回暖易转变为楼
市反弹的“先声”，接下来应对个别高价
地块密切监控，防止个别“地王”冒头助
涨楼市预期。

收紧“房贷”增添房价走势新变数
多家商业银行日前确认， 将取消对

首套房贷
85

折的利率优惠； 对二套房贷

的利率也可能进一步上浮。 银行临近年
底的“紧贷”如期而至，对房价走势也将
产生直接影响。

9

日公布的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
城价格指数显示，

9

月全国
100

个城市新
建住宅平均价格为

8753

元
／

平方米，环比
8

月上涨
0.17%

。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等
业内人士分析，在调控持续、房贷收紧、

库存居高等因素综合影响下， 四季度房
价不具备大幅反弹条件，“房价趋稳是大
概率事件”。

历次调控经历表明， 要根本遏制房
价过快上涨态势、稳定市场预期、完善市
场供应结构， 其艰巨性可能超过许多人
的想象，绝非能够“毕其功于一役”。

个别地方调控政策存在“明紧暗
松”。有城市日前出台政策，明确“凡在我
市购买商业、 办公用房和首次购买住房
的， 根据本人意愿可持房屋所有权证或
备案的购房合同在购房区域办理入户手
续或居住证。”同策咨询研究中心总监张
宏伟说，针对“金九银十”的清淡，不排除
有个别地方对限购“局部放松”。

“场外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上海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提醒，

8

月份
CPI

抬头、 美国新的量化宽松出笼、

流动性扩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
些因素都可能对房价带来助涨效应。

业内人士建议， 应进一步稳定并完
善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 构建楼市平
稳健康运行的“内生机制”，促使行业回
归正常轨道。

（摘自人民网）

□

吴明

实木复合地板购买技巧

1.

优先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免受假冒
伪劣侵害

在购买实木复合地板时， 要选择信誉
好的名牌产品， 优先选择国家或行业有关
部门认定的产品，不要购买“三无”产品。

2.

关注环保指标，健康安全消费
目前国内的实木复合地板市场上，实

木复合地板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使用
含有甲醛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胶粘剂等，

因此， 生产企业和消费者都应关注实木复
合地板的环保指标， 同时实木复合地板甲
醛释放量应达到国家强制性标准。

3.

不要忽视实木复合地板的稳定性
虽然稳定性好是实木复合地板的突出

优点，但含水率控制不当或铺装不科学，也
会影响产品的稳定性。因此，消费者应重视
实木复合地板的含水率指标和铺装方法，

确保稳定性。

4.

消费者购买实木复合地板，务必遵
循“谁销售谁铺设”的原则

消费者在遵循“谁销售谁铺设”的原则
同时，还应确保销售方具备以下条件：

①

有
正规施工队伍，且有良好的施工经验；

②

施
工队伍形象良好，施工管理是否规范；

③

有
完善的铺装规范。

5.

重视实木复合地板漆面性能参数，科
学消费

由于实木复合地板从外观上很难区分产
品质量的好坏， 只有了解实木复合地板在的
产品技术参数，才能真正去选购优质的产品。

6.

注重实木复合地板产品名称，不要
被误导

目前， 全国市场上实木复合地板的产
品名称鱼目混杂，眼花缭乱，使得许多消费
者无所适从， 而事实上国家标准规定的统
一标准名称为“实木复合地板”。

客厅一角

何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