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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城市调整楼市政策，房地产市场走势如何看？
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15

日发布通知， 调整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 今年以来， 降首付、 降
税费、 调整限购范围、 提升公积
金贷款额度……全国已有诸多城
市调整楼市调控政策， 着力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多地发布楼市调控政策

4月以来， 多地发布楼市调
控政策。 其中有郑州、 兰州、 福
州、 长沙、 南京、 苏州等大中城
市， 也包含诸多三四线城市。 其
调控举措主要以支持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为着力点， 提振住房
消费。

———降低购房首付比例。 当
前， 购房者因购房门槛、 自身收
入水平等多方面因素， 大多处于
观望状态。 多地降低首付比例，
降低置业门槛。

贵州贵阳、江苏连云港、河北
廊坊等地近期发布通知， 实行购
买首套房首付比例20%的政策 。
江苏徐州近日发文， 鼓励金融机
构对无房无贷的首次购房及有房
无贷的二套住房降低首付比例。

———加大公积金购房支持力
度。 据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统
计， 今年已有超过30个城市调整
公积金政策。 四川泸州、 江苏扬
州、 盐城等城市发布政策， 将首
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提升至
60万元， 河南南阳等城市则提高
到80万元。 江苏镇江、 宁夏银川
等城市还降低了再度使用公积金
贷款的改善性购房群体的首付比
例。

———下调房贷利率。 央行和
银保监会调低了首套房利率下
限， 进一步降低置业成本。 值得
注意的是， 多地调整了首套房贷
利率的认定标准， 采取了 “认贷
不认房” 的政策， 即对于已结清
贷款的家庭， 再次申请房贷认定
为首套房。 江苏徐州、 连云港等
多地还发文鼓励银行加大二手房
交易贷款支持力度、 缩短审批放
贷周期等。

———降税费 ， 发放购房补
贴。 部分地方对增值税、 契税等
税费进行优惠， 有些地方政府直
接发放购房补贴， 以提振刚需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 此外， 有些地
方还调整限购范围、 缩短限售期
限等。

支持合理住房需求

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提出， 要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支持
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
政策，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 全国房地产市场
运行虽总体平稳 ， 但受疫情反
弹、 个别头部房企债务违约风险
暴露、 个人收入预期下降等因素
影响， 房地产市场预期转弱， 商
品住宅销售下行压力有所增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 1
至 4 月份 ，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
积 39768万平方 米 ， 同 比 下 降
20.9% ； 商品房销售额 37789亿
元， 下降29.5%。

相关专家认为， 从房价同比
变动情况来看， 房价下跌的城市
数量有增加的趋势， 购房者信心
尚待恢复。

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表
示 ， 当前市场成交量仍处于低
谷， 各地需要因城施策， 在调控
的精准性上下功夫。

新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表
明， 4月住户贷款减少2170亿元。
其中， 住房贷款减少605亿元。

一家品牌房企营销负责人分
析认为 ， 多地从降首付 、 降利
率、 扩大公积金使用范围等措施
入手， 有利于满足刚需和改善性
购房者的真实、 合理购房需求。

家在江苏南通、 常年在青岛
做生意的张先生表示， 由于无法
将户籍迁至青岛， 常年往返于两
地的他不得不租房解决居住问
题。 “希望能在青岛买一套房，
但由于非户籍人口购房政策门槛
较高， 实行五年限售政策， 市场
上二手房的选择不多。”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刘琳认为， 各地在守好风险底线
的同时， 对之前的收缩性调控政
策进行适度调整， 以更好地支持
首套刚性购房需求和合理改善性
需求， 鼓励新市民、 青年人等群
体进行住房消费。

坚持“房住不炒”，促进
楼市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 定位是社会共

识。 这个定位没有动摇， 力度没
有放松。 各地因城施策不能脱离
这个定位和方向， 关键是要继续
实施好房地产长效机制， 增强精
准性协调性。

记者调查发现， 除了购房成
本不低、 贷款周期较长等原因之
外， 购房者短期内不愿出手的原
因还在于对楼盘烂尾风险的担
忧。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楼市僵
局的 “破局点” 在于激发潜在需
求， 从而盘活存量房源， 激活房
地产资产的流动性， 确保政策能
及时落地。

“有活水了， 客户就会逐渐
回来。” 北京链家一家门店负责
人说， 随着房地产市场信贷环境
的进一步改善， 购房者信心有所
提振。

相关业内人士建议， 监管部
门应对房地产企业实施分类管
控， 因企施策， 对可实现良性循
环和健康发展的房企， 给予必要
的纾困保护； 对管理不善、 盲目
扩张的高杠杆、 高负债、 易引发
社会风险的企业从严监管， 防止
项目出现 “烂尾”， 最大限度维
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由于担心英国内
政部不久将批准向美国引渡 “维
基揭秘” 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
桑奇， 数百名英国民众17日在内
政部大楼门前举行示威活动， 呼
吁阻止将阿桑奇引渡至美国。

示威者手举 “不要引渡 ”
“释放阿桑奇” “新闻行业不是
犯罪” 等标语。 活动组织者和参
与者表示， 阿桑奇引渡案受政治
动机驱动， 说明美国和英国打压
“新闻自由”。

“维基揭秘” 网站主编克里
斯廷·赫拉凡松在示威现场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如果英国
政府最终决定引渡阿桑奇， 他的
团队将继续为阻止引渡而努力，
包括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

上月20日， 伦敦威斯敏斯特
地方法院发布引渡令， 正式批准
将阿桑奇引渡至美国。 此案已移
交给英国内政部， 将由内政大臣
帕特尔作出最终决定。

17日早些时候， 阿桑奇的妻
子斯特拉在社交媒体推特证实，
她已经向内政部提交申请， 质疑

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作出的
批准引渡裁定。

阿桑奇现年50岁， 2006年创
办 “维基揭秘” 网站。 2010年，
“维基揭秘” 曝光大量阿富汗战
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的外交
电报和美军机密文件， 揭发了美
军的战争罪行。 其中一段驻伊拉
克美军 “阿帕奇” 武装直升机射
杀记者和平民的视频广为流传。
阿桑奇随即身陷官司， 美国对他
提出了17项间谍罪名和1项不当
使用电脑罪名的指控。 2019年，
阿桑奇在英国被捕并被判入狱。
随后， 美国以 “维基揭秘” 公布
涉美机密文件危及他人生命安全
为由， 要求引渡阿桑奇。

2021年1月， 英国一家地方
法院作出裁决， 拒绝美国引渡要
求， 理由是阿桑奇患有抑郁症等
精神疾病， 被引渡至美国后有较
高自杀风险。 2021年12月， 英国
高等法院作出裁决， 允许美国政
府引渡阿桑奇， 同时高等法院将
案件移交地方法院进行后续流
程。

英国民众示威呼吁不要将阿桑奇引渡至美国

5月18日， 广州铁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博物馆在百年老站黄
沙站的原址上修建， 保留了铁路车站老建筑的基本风貌。 博物馆占地
面积28950平方米， 分两个室内展馆和一个露天展区， 集陈列、 收藏、
展示、 科普、 教育于一体， 展现广州铁路百年历史。 图为5月18日拍
摄的广州铁路博物馆内展示的高铁列车模型。 新华社发

广广州州铁铁路路博博物物馆馆正正式式开开放放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5月
18日， 教育部发布2022年高考
防疫温馨提示， 提醒考生认真
做好考前本地14天健康监测，
积极配合考前健康筛查， 保持
通讯畅通。

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考
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确保2022年全国高考平
稳有序举行， 近期， 各地已陆
续向2022年高考考生发布参加
高考的注意事项。 教育部提醒

全体考生， 请全面了解并严格
遵守考点所在地考试防疫要
求， 做好考前连续14天本地健
康监测， 减少不必要的聚集和
跨区域流动、 不到人群流动性
较大场所、 不前往中高风险等
级地区等。

对于当前仍滞留在外省的
考生， 应及时向考点所在地考
试机构如实报告自身健康情
况、 相关返程安排等信息， 提
前14天返回考点所在省 （区、

市）。
高考前， 请各位考生按照

考点所在地考试机构工作要
求， 进行核酸检测、 健康码、
体温等健康筛查工作 ， 并服
从考点相关防疫安排。 考生和
家长应保持高考报名时填写
的电话畅通， 密切关注考点所
在地考试机构发布的相关公告
信息， 如有突发特殊情况， 及
时向考点所在地考试机构报
告。

教育部发布2022年高考防疫提示

各地有序推进义务教育阶段
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回头看”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今

年4月至6月， 为巩固义务教育
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成
果 ， 教育部部署全国 “回头
看” 工作。 最新统计显示， 全
国累计排查发现 “假注销、 真
运营” 培训机构309个 ， 已全
部关停取缔。

教育部表示，“双减” 工作
部署开展以来， 义务教育阶段
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取得阶段
性成效，但学科类培训防反弹、
防变异、 防风险的任务依然艰
巨。 各地组织力量围绕机构压
减、“营转非”、培训收费、学科
类隐形变异、材料和人员、监管
信息化、风险防范等七个方面，
系统查找问题并坚决整改，切
实巩固校外培训治理成果。

根据教育部昨天发布的统
计结果显示 ， 截至4月30日 ，
全国32个省份91.4%的县 （市、
区） 已启动 “回头看 ” 工作，
其中41.6%的县 （市 、 区 ） 已
完成辖区内所有培训机构排
查 。 全国累计排查培训机构
82246个 （含线上、 线下机构，
含已关停的机构复查及非学科

类机构涉嫌开展学科类培训排
查 ） ， 其中发现有问题机构
1771个， 占比2.2%； 审核培训
材料126791份， 发现不合规培
训材料654份 ， 占比0.5%； 审
核从业人员资质217614人， 发
现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教学、 教
研人员713人， 占比0.3%。

在 “营转非” 方面， 累计
发现违规按营利性经营的机构
15个， 有关教育行政部门第一
时间约谈机构负责人， 当场下
达整改通知书 ， 全部同步整
改。 在培训收费监管方面， 累
计排查发现未执行政府指导价
的机构178个， 超政府指导价
收费50.6万元， 已全部完成整
改， 全额退费。 在隐形变异治
理方面， 累计排查发现违规开
展学科类培训的各类机构1751
个， 主要包括： 涉及证照齐全
机构556个， 其中已责令548个
完成整改； 涉及证照不全机构
1195个， 其中已责令停办、 限
期整改1093个。

此外， 个人违规开展学科
类培训1108人/次 ， 其中已整
改完成1083人/次 ； 涉及中小

学在职教师7人， 各地已按干
部人事管理权限， 对涉事教师
先暂停工作、 再调查处理。

在材料和人员规范方面 ，
累计排查发现不合规培训材料
654份， 其中责令停止使用并
清理销毁641份； 不具备相应
资质的教学、 教研人员713人，
其中立即停用或转为非教学岗
598人。 累计发现有519个机构
未使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
与服务综合平台， 其中已督促
421家培训机构完成运营信息
平台登记。

截至目前 ， 全国累计有
2351个县区建立了重点核查解
决退费难问题、 校外培训监管
执法、 防范化解劳动用工风险
等三项机制， 占已排查县区数
的80.3%。

下一步， 教育部将督促各
地压实 “回头看” 责任， 推进
全面排查， 盯紧问题处理， 提
升整改效率。 在 “回头看” 工
作基础上， 持续推进校外培训
常态化、 制度化管理， 保持高
压态势， 切实巩固义务教育阶
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