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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预期层面，调查报告主要包含以下结论： 

（1）调查对象对 2024 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预期下调，超过半数

认为下半年经济复苏仍面临压力；房地产市场企稳预期进一步走弱，

近半数调查对象认为市场企稳需要 3 年以上时间。 

（2）2024 年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深度调整阶段，半数调查对象认

为 2024 年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降幅将在 30%以内；房价预期同步走弱，

各线级城市房价降幅预期分化加剧。 

（3）调研对象认为 2024 上半年需求端政策效果强于供给端，需

求端最为有效政策是首付比例与利率下调，供给端最有效政策是存量

住房收购。 

（4）调查对象对 2024 下半年政策期待度较高，尤其是需求端政

策。在需求端，调查对象最期待提高房贷利息抵扣个税幅度；在供给

端，房企最期待全面取消限价、放开容积率限制等，金融机构则更关

注加大存量住房收购力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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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结果 

（一）2024 下半年宏观经济调整仍面临压力，房地产市场企稳

仍需时间 

宏观预期层面，调查对象对 2024 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预期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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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认为市场企稳时间需要 3 年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40%、60%，而上半

年调查中这一数据分别为 37%、30%。 

 

图 2 中国房地产市场筑底企稳预期 

（二）2024 年房地产市场整体处于深度调整阶段，市场预期进

一步走弱 

住宅销售层面，调查对象普遍认为 2024 年全国住宅市场销售面

积跌幅将进一步扩大。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已下

降 21.9%，半数调查对象认为 2024年全年销售面积同比降幅在 20%以

内，超七成认为在 30%以内。从不同的机构类型来看，房企调查对象

相较于金融机构更谨慎，三成房企调查对象认为 2024 年销售面积降

幅可能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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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4 年全国住宅销售面积走势 

新房价格方面，城市分化预期依然明显，整体预期系统性转弱。

城市分化情况与上半年调查结果一致，但是平均预期降幅扩大约 5%。

约七成调查对象认为一线城市房价保持持平或降幅在 10%以内，而上

半年调查结果显示六成调查对象认为持平或增长 5%以内。二线、三

四线城市价格预期降幅更大，七成调查对象认为三四线城市价格降

幅在 10%以上。 

 

图 4 2024 全国新房各线城市价格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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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市场恢复的因素层面，调查对象认为居民收入、就业预期不

足为最大阻力因素。调查对象认为居民收入与房价下跌预期对市场

恢复的阻力影响有所加大。房企与金融机构对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

序基本一致，均认为需求端因素更为关键，且更期待政策调整后的

实际效果；仅在房企债务风险问题上，金融机构的关注度高于房企。 

 

图 5 影响 2024 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恢复的因素 

注：此为打分题，范围在 1-5 分，1 分为不影响，5 分为非常影响。 

（三）2024 上半年需求端政策较供给端仍然更加有效，供给端

政策有效性有所上升 

需求端层面，2024 上半年需求端出台的最有效的政策是降低购

房门槛和购房成本，包括下调首付比例、降低贷款利率、放开限购

政策等。房企调查对象认为降低首付、利率及公积金等政策优化更

加有效，而金融机构调查对象则对限购、住房“以旧换新”政策有

效性的评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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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24 上半年需求端政策有效性评估 

注：此为打分题，范围在 1-5 分，1 分为没有效果，5 分为十分有效。 

供给端层面，政策的整体有效性依然不及需求端，且评价普遍不

高。但与上半年调查结果相比，本次调查对供给端政策整体评价有

所提升。房企调查对象认为 “设立 3000亿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用于存

量住房收购”政策最为有效，金融机构则认为“支持地方以合理价

格收回闲置土地”以及“取消土拍限价”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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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优化限购、二线城市取消限购

降低购买首付比例和商业贷款利率

购房成本降低政策仍是最有效的需求端政策

房企 金融及其他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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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24 上半年供给端政策有效性评估 

注：此为打分题，范围在 1-5 分，1 分为没有效果，5 分为十分有效。 

（四）2024 下半年政策期待度较高，需求端政策期待度整体高

于供给端 

调查对象对 2024 下半年政策的期待度评分显著高于上半年政策

的有效性评分，对需求端政策的期待程度整体高于供给端。需求端

层面，与上半年调查结果类似，各机构最受期待的需求端政策仍是

降低居民购房成本，如提高房贷利息抵扣个税幅度、进一步降低住

房贷款利率等。其中“提高房贷利息抵扣个税幅度”成为前两次调

查中第一个政策期待度超过4.0分的政策。金融机构调查对象对“一

线城市进一步优化限购”政策的期待高于房企，反映出金融机构对

限购政策优化调整的较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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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名单”精准支持融资需求

取消土拍限价

一视同仁支持房企合理融资需求

支持地方以合理价格收回闲置土地

设立3000亿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用于存量住房收

购

存量住房收储与闲置土地回收是供给端最有效的政策

房企 金融及其他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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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4 年下半年需求端政策期待度评估 

注：此为打分题，范围在 1-5 分，1 分为不期待，5 分为十分期待。 

供给端层面，不同类型机构调查对象对政策的期待重点有所不同。

房企站在增量市场角度最期待全面取消限价、放开容积率限制等政

策，金融机构站在存量市场角度，最期待加大存量住房收购力度，

且金融机构在加快配租型、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供给与加大存量住房

收购力度等政策方面的期待度上均远高于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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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进一步优化限购政策

降低交易税费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进一步降低住房贷款利率

提高房贷利息抵扣个税幅度

降低居民购房成本仍是最期待的需求端政策

房企 金融及其他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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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24 下半年供给端政策期待度评估 

注：此为打分题，范围在 1-5 分，1 分为不期待，5 分为十分期待。 

 

二、课题组观点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深度调整阶段，供需两端

政策仍有进一步优化空间。为加快房地产市场筑底企稳，推动其平

稳健康发展，课题组建议关注如下要点： 

一是注重宏观政策与行业调控相协调，稳定市场预期。调查结果

显示，下半年宏观经济调整仍面临压力，房地产市场预期持续走弱。

房地产业的长期低迷已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居民就业和

收入预期不足也进一步影响了购买力，导致市场逐步陷入负向循环。

应尽快采取措施稳定居民预期，一方面从宏观层面采取调控措施，

将宏观政策与行业调控相协调，不断提升居民就业质量和收入预期。

另一方面，应当稳定居民房价预期和信心，尤其是一线城市，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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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配租型、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供给

加强房企主体信用

加快推动出险企业并购重组

全面取消限价，放开项目容积率限制

加大存量住房收购力度

供给端政策期待度低于需求端，不同机构的政策关注点不同

房企 金融及其他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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