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前两个月
郑州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33.7%

今年前两个月，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由于煤炭价格同比上
涨，煤炭行业回暖导致郑州煤
机 1~2 月份产值同比增长
45.7%，拉动全市工业增长
0.1个百分点；富士康等重点
企业对工业增长贡献较大。另
外，前两个月，全市房地产销售
“量价齐升”。整体来看，全市
经济运行实现总体平稳，主要
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继续向好。
郑报融媒记者 肖雅文

工业 主导产业、重点企业贡献较大
1~2月，全市工业生产延续去年以

来持续回升的态势，稳中加快，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增速虽
与去年同期持平，但比2016年全年加快
1.4个百分点。

主导产业、重点企业贡献较大，全市
七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比
全市平均水平高 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
期提高 1个百分点。另外，重点企业增
长较快。1~2月，富士康完成总产值同
比增长14.4%，拉动全市工业增长2.6个百

分点。郑煤集团由于煤
炭价格同比上涨 93.1%，
产值同比增长51.5%；煤
炭行业回暖导致郑州煤
机1~2月份产值同比增长
45.7%，拉动全市工业增
长0.1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
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
比增长36.8%

固定投资方面，1~2
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465.2亿元，同比增长 12.6%，增速
2016年全年提高 1.3个百分点。除了工
业投资有所回升之外，房地产投资继续
保持高位增长。1~2月，房地产完成投
资 208.1亿元，同比增长 33.7%，比去年
同期提高 16.2个百分点；另外房地产销
售“量价齐升”。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17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6.8%；销售金
额160亿元，增长73%。
消费品 汽车销量大幅回落

1~2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
成 652.8亿元，同比增长 10.8%，增速比
去年同期回落 0.1个百分点，比 2016年
全年回落0.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占零
售额 45%左右的汽车销量大幅回落，由
2016年全年增长 7.6%回落至今年 1~2
月下降1.5%。

另外，1~2月，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 1.1%，其中八大类商品价格呈
“六涨二降”，除衣着上涨 0.5%、生活用
品及服务上涨0.7%、教育文化和娱乐上
涨 0.5%以外，食品烟酒价格
下降 1.8%、交通通信下降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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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
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公布
随着政策效应的释放
部分城市房价有望“降温”

3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有56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其
中，2月份郑州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
下跌0.3%，排在70城跌幅榜的第四位，
中部六省省会城市跌幅第一。
郑报融媒记者 胡审兵

三亚市连续3个月涨幅第一
与1月相比，2月70个大中城市中，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2个，上涨
的有 56个，持平的城市有 2个。环比价格
变动中，三亚市最高，增幅为1.3%，自去年
12月份以来已连续3个月环比涨幅第一；最
大跌幅为0.6%，为深圳市，已连续3个月居
跌幅榜第一或者并列第一。而在1月份环
比价格变动中，最高增幅为1.7%，最大跌幅
为0.5%。这反映了2月份房价最高增幅在
收窄，最大跌幅在扩大。从涨跌幅城市变
化数量来看，上涨的城市比1月份增加了11
个，下跌的城市减少了8个，持平的城市减
少了3个。

二手房上涨的城市比1月份增加了4个
2月份，郑州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

下跌 0.3%，在 70个大中城市跌幅榜中，居
于跌幅第四位，排在跌幅榜前三位的分别
为深圳、锦州、成都，分别下跌了 0.6%、
0.5%、0.4%；在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中，居跌
幅榜第一位，武汉与合肥均下跌了 0.2%，
并列跌幅榜第二位，另外三个城市房价均
环比上涨。

此外，进入70个大中城市统计范围的洛
阳市和平顶山市，2月份新房价格分别环比上
涨了0.2%和0.1%。

二手住宅价格方面，2月份70个大中城
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1个，上涨的城市
有 55个，持平的城市有 4个。与 1月份相
比，上涨的城市增加了4个。

分析：房价上涨的潜在压力仍然存在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

分析认为，3月份开始全国各地调控政策
纷纷收紧，这说明房价上涨的潜在压力依
然存在。包括增加外来人口社保的缴纳年
限、实施认房又认贷等政策，都有助于降低
投资投机购房需求的比例。后续随着政策
效应的释放，部分城市房价过热的现象也
有望减少，上半年全国70城房价指数走势
也有望处于平稳运行的区间。

稳中求进是当前工作的总基调。
记者梳理相关调控政策发现，面对限
购带来的需求外溢，一些三四线城市
在处理“活”起来与“火”起来之间体
现出“稳字当头”的特征。如石家庄、
赣州在调控中并未实施全域限购，而
是选择在中心城区稳步推进，对非本
市户籍居民家庭的缴纳社保或个税年

限有一定限制，缴纳持续时间要求并
不高。

“部分三四线城市限购说明其进
入了‘去库存’和‘控房价’双轨并行的
模式，但去库存依然是三四线城市核
心要务，限购也主要是针对局部区域
的。”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说。

近20个地市调控“加码升级”
在广州，成年单身或离异人士也只能限购一套
市场期待楼市调控的长效机制

3月17日晚间，郑州市房管局发布通知，社会保险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不再作为购房的有效
凭证。至此，非郑州户籍居民在郑州购房，限购再升级，据不完全统计，自2月28日以来，仅半月已有近
20个市、县、区相继出台限购或限购升级措施。新一轮调控“加码升级”，将如何影响未来楼市？

北上广深政策
全面实施“双认”

3月 17日，北京出台新政策，要求
“居民家庭名下在本市已拥有1套住房，
以及在本市无住房但有商业性住房贷
款记录或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的，购买
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
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
于 80％”。这意味着，北京的二套房首
付门槛已为全国最高。

17日晚间，广州也出台新的调控
政策，此次新政策是名副其实的“加码
升级”。非户籍人口购房门槛从连续缴
纳社保或个税 3年延长至 5年；成年单
身或离异人士也只能限购一套，剑指
“假离婚”购房漏洞。“从上海到深圳，从
北京再到广州，认房又认贷已在四大一
线城市全面实施。”深圳市房地产研究
中心高级研究员李宇嘉说。

面对房价上涨压力，地方政府落
实楼市调控的主体责任愈加艰巨，市
场期待楼市调控的长效机制尽快出
台。一些地方住建部门负责人称，“环
比不增长”成为地方调控的主要目标，
但限于地方事权，地方政府在楼市调
控中只能通过户籍、社保年限、首付成

数等进行调控。
“长效机制涉及金融、税收、土地

财政等宏观政策法规，需要从国家层
面尽快理顺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
和衔接，才能让地方政府在落实主体
责任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珠三角一
住建局长说。 据新华社电

部分三四线城市寻求“稳字当头”

市场期待调控长效机制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