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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底 7月初，生活在北京的金

女士计划在公益西桥附近租一套两居

室，彼时的价格在 7500 元左右。但出

差十天回京后，金女士发现，公益西桥

附近同一区域两居室的房租普遍上涨

了 1000 元。

和金女士一样感受到房租“上涨”

的人不在少数。有机构报告数据显示，

7月北上广深 4 个一线城市租赁价格

指数环比均有所上涨。是谁推高了房

租？有业内人士表示，租赁机构价格上

涨对整体租房市场造成影响，但核心

问题是租售比悬殊，供需紧张。

据媒体报道，近日，北京市住建委

联合多个部门，集中约谈了链家、我爱

我家、麦田在线、中原地产等多家房源

信息发布主要网站。要求各互联网站

自即日起，均须按要求在网页显著位

置公示房地产经纪机构营业执照和从

业人员信息卡。对于住房租赁经营企

业发布房源信息的，其营业执照经营

范围中需含有“住房租赁”。此次整改

要求在 9月 1日前完成。

北京租房者：
房租近两月涨500—1500元

小雪从 5 月份开始关注租房网

站。在双井周边的一个单间，5—6 月

之间的租金在 2600—2800 元，到 7

月中旬时已经涨到超过 3000 元。最

终她在自如上租了一个三居室中一间

13 平米的卧室，房租 3290 元 / 月，外

加 10%的服务费。

小雪表示，7 月份以来，自如上的

房租价格就一直在上涨，“团结湖那边

的房子从 3400涨到 4300”。

一名北大毕业生看中了海淀路社

区的一个三居室中的一间卧室。原来

的房租是 3000 元 / 月，最近几天他

接到中介通知，称房东直接涨价 1500

元 /月。

在各大高校租房交流群中，很多

毕业生反映北京最近房租涨价太快，

涨幅在 500—1500 元 / 月之间，一个

月之内涨价 800 元、1000 元的情况

普遍。

一名房地产业内人士对记者表

示，自如平均每年会涨价约 10％，月

租涨幅在 200—300 元之间，区域地

段不同可能略有不同。但今年的涨幅

大大超过往年的幅度。

根据最近租房的毕业生反映：海

淀三四环左右的单间涨幅都有 1000

多，朝阳区较内环的一居室涨价接近

1000 元，望京区域有出现最近涨价

900元的情况。五环外地段也出现上

涨，亦庄单间从 5 月的 2300 元涨到

现在的 2900 元；通州土桥附近的二

居室，去年房租为 4500 元，今年 7 月

涨到 5300元。

根据贝壳研究院数据，今年 7月

份北京租赁市场单平米月租金为 91.5

元，环比上涨 2.2%。在租金变动方面，

东城区和顺义区租金涨幅最大，环比

涨幅分别为 10.5%和 10.7%。单平米

月租金涨幅靠前的商圈包括安定门、

西山、红庙。

资本推高房租？
“过半房源被代理垄断”

目前租赁市场交易分成两类：一

类是普通租赁，租户和业主直接交易，

另外一类是中介，中间有一个转租方，

转租方参与了出租，获得差价。

在房租上涨中，链家自如、蛋壳公

寓、我爱我家相寓等为代表的长租公

寓是否推升了租金引发了争议。有媒

体质疑，资本介入导致房租上涨。

公开数据显示，链家自如拥有房

屋 40 万间，8栋自如寓，进入北京、上

海、深圳、杭州、南京，超过 100 万租

客；蛋壳公寓从 2015 年初创立至今，

已进入北上广深等 8地，管理超过 17

万间公寓；2017 年年末，我爱我家旗

下相寓共拥有 27 万套、55 万间在管

房屋套数。

“现在大中介、小中介、甚至一些

个人都加入到房屋租赁市场。以北京

等市场为代表，已经出现了几十万套

长租型公寓，局部区域甚至占比高达

40%。”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说，在天通苑、回龙观等地区已经很少

有一手房东，房子基本都通过各种大

大小小的中介对外放租。

“如果都是小公司，小业主，互相

有竞争，但如果是一个有几十万套房

的庞然大物，它是有垄断定价权的，不

仅仅是二手房买卖，租赁也一样。”张

大伟说，当下租赁市场超过一半房源

已经被各种租赁代理机构垄断，最大

的租赁机构已经控制几十万套房源。

有房东向记者表示，与自如签约

三年，期间给业主的房租价格不变。如

果签约 5年的话，每年可涨 1.3%。

该业主称，其房子位于珠江帝景

小区，两居室，120 平米。与自如签约

三年，自如给他的房租价格是每月

7500 元。“一年只给 11个月的房租，

因为有1个月他要收作管理费。”记者

检索发现，自如上该小区的两居室价

格在 11690—11990 元 / 月，且面积

只有89平米左右。该小区在贝壳租房

上一套 110平米的两居室，月租金为

13800元。

“本来供需结构就紧张，长租公寓

企业放大这种紧张，并不新增加房源，

多了一道关口赚取租金差价。从差价

比例看，小部分房源甚至差价比房主

所得还高。”业内人士表示。

在张大伟看来，中介吃差价并不

是导致房租上升的根本原因。“租赁市

场最大的核心问题依然是租售比悬

殊。全国大部分城市租售比在 500以

上。这种情况下，租赁全行业亏损。但

越来越多的资本推动下，将中低端租

赁房源改造成中高端，事实上拉高了

租金价格。”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瀚

表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租金回报率

长期偏低、中国租房需求与日俱增、资

本进入导致租房成本不断攀升。“中国

的租房市场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对于

大多数租房居住的人来说，面对房租

上涨估计将会是大概率事件。”

租房市场价格不透明
房东、中介跟着涨价

业内人士表示，租金的绝对值对

比收入虽然属于高位，但如果租金对

比房价，以北京等一线城市为例，租金

依然有长期上涨的推动力。整体看，当

下租赁市场单套租金的确明显上涨，

但租户主要的租赁行为是按间，在当

下市场，套均租金价格意义有限。

近期，多个机构发布了 7月北京

地区房屋租赁市场上涨的数据。对此，

张大伟提出质疑。

“部分中介公司提前囤积区域房

源，制作环比恐慌上涨数据误导市场。

目前在租赁市场的业务很大部分都是

通过中介公司低价囤房，包装高价出

租，赚的是租金上涨的差价。这种情况

下，部分中介公司动辄发布区域市场

环比价格上涨 10%的数据，对于市场

来说，制造上涨预期。”

记者走访获悉，在上涨预期下，一

些普通租赁房的价格也在上涨。“我在

劲松租住的房子即将到期，房东说因

为房租价格都在大涨，所以今年要涨

价 700 元，而在过去两年，这房子平

均每年上涨 400 元左右。”劲松地区

一住户说。

在比价心态下，涨房租的房东不

少见。另一名直租业主称，因为最近北

京房租上涨，将自己的房子从 12000

元 /月涨到了 14000 元 /月。

有中介告诉记者，近期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走高，中介从业主处租房价

格也相应提高。“之前已和业主签约的

房子租赁价格不变，近期重新签约的

房子租赁价格都有所上升。”

一线城市房租环比上涨
深圳同比涨 1.84%

根据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近日发

布的《2018 年 7 月中国城市租赁价格

指数报告》，在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监

测的 35 个城市中，有 10 个城市 7 月

份租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四个一线

城市全部在内；同比数据方面，深圳、

北京同比上涨，涨幅分别为 1.84%、

1.55%，上海和广州出现下跌，同比跌

幅分别为 2.03%、1.17%。深圳、北京的

租赁价格指数同比持续呈现上涨态势

已经超过了 19个月。

根据记者采访，深圳房租出现了

一定上涨，但涨幅不是太大。一位深圳

租房者表示，南山区的一居室去年价

格在 4800—5000 元左右，今年涨到

5000—5300 元。另一名在福田租房

的人表示，公司附近的三居室中一间

单间，现在的房租在 3300 元左右，去

年 2500 元左右就可以租到类似的房

子。“每年都在涨，不是最近涨起来

的。”

上海和广州的房租走势较为平

稳。上海一位租房者表示，整租的一套

三居室，第一年房租 8800 元，去年

9100 元，今年是 9000 元。广州有租

房者表示，并未感觉近期的房租价格

有大涨，在非市中心地段合租，人均月

租金约在 1000—2000元之间。

不过，也有广州市民表示，其整租

的公寓价格有所上涨。“我去年在 2号

线飞翔公园附近的一室一厅整租是

1100 元，今年同位置单间 1400 元、

1500 元左右。”

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外，房屋租赁

市场的价格多表现稳定。

武汉地区的居民向记者表示，武

汉地区租赁市场的整租房子价格稳

定，每年上涨幅度在 200 元至 500

元之间。青岛地区的居民表示，青

岛地区房屋租赁价格变化不大，租

房房价基本稳定在同一水平线、波

动极小。不过，有济南地区的市民

称，其所在小区的小户型房租价格

普遍涨价。“我刚签的房子，60 平米，

一室一厅，房租从每月的 2800 上涨

到了 3200。”一位杭州市民称，房租价

格有所上涨，“去年租住的两室一厅的

房子，从每月 3000 元涨到了如今的

每月 3800元。” 据新华网

7 月土地市场供应上升
成交向稳

房企拿地态度更趋谨慎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最新公布的全

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今年 —

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为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增速比

— 月时提高 个百分点；土地成交

价款 亿元，增长 ，增速提高

个百分点。

土地成交量和成交总价的增速提高也让土地市场

保持了上升势头。根据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的统计，今

年 7月国内 336 座城市土地供应面积升至 29786 万平

方米，供应量持续上涨；土地成交 19487 万平方米，环比

微降 1%，但同比多出 33%。不过，7月部分热点城市出

现优质地块流拍的现象，或许是土地市场“转凉”的风向

标。

市场热度维持

根据克而瑞的统计数据，尽管 7月国内 336座城市

土地成交 2870 幅，环比减少约 4%，但同比仍高出

17%。从成交建筑面积来看，环比微降 1%的表现意味着

环比大致持平的局面已经连续维持 3 个月，土地成交规

模一直处于高位，与去年相比成交建筑面积有大幅提

高。克而瑞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从成交情况来看土地市

场热度仍在持续，企业对土地的需求仍在。

土地供应方面不论是建筑面积还是土地幅数，环比

均有较大程度的上升，其中土地供应建筑面积环比上涨

35%，涨幅与此前相比进一步扩大。

分区域来看，一线和二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滑，

三四线城市成交建筑面积则环比微涨，土地成交的能级

分布保持稳定。根据统计，一线城市整体楼板价达到

22548 元 / 平方米；二线城市土地成交均价为 4920 元 /

平方米，同比下降 24%；三四线城市在过去一年中保持

热度，上月土地成交均价为 1736元 / 平方米。

克而瑞分析认为，今年以来土地市场成交扩容，一

方面源于土地供给力度加强，以此平衡市场供求关系，

稳定未来价格预期，另一方面是房企为保证自身的经营

规模仍存在拿地需求。

部分区域出现流拍

尽管整体看来土地市场的热度并没有减少，但在过

去的 7月，部分地区出现了地块流拍现象。克而瑞分析

认为，这意味着调控带来的降温效果在一些城市已有所

体现。

以广州为例，7月 5 日进行公开竞价的位于花都区

凤凰路 HX-HD1420-1、HX-HD1420-2 地块最终流

拍。而 7月 25日公开竞价的从化区温泉镇温泉村“火

界”地段两宗地块也无人问津，其中一宗地块“地段①”

从去年 8月起已被挂牌出让 6次，且竞拍起始价从最早

的 1.96 亿元一路下滑至 6882.4 万元，但均以流拍告

终。根据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的最新信息，这两宗地块

已再次挂牌，将于 8月 27日公开竞价，“地段①”的起始

价已降至 5505.9 万元，“地段②”起始价为 9124.6 万

元，与初始出让相比直降 2300 万元。

从化的两宗地块遭遇出让难，主要是由于土地系法

院授权转让，曾二度易主，国有土地使用证上写着中止

日期为 2065 年，即使用年限仅剩 48 年。此外，地块相

对偏远、地形形状不规则、地势坡度等因素也是流拍的

重要原因。

不仅是广州，同样作为一线城市，上海今年以来所

供宅地以租赁用地、安置房用地为主，纯宅地较少，但此

前五六月，宝山、青浦、杨浦的三宗纯宅地在出让前被撤

下，终止出让。一些热点二线城市，如杭州、苏州、合肥等

地，出让土地也出现了流拍行情。

投资下阶段或企稳

在克而瑞重点监测的 62个城市（包括 4个一线、23

个二线和 35 个三四线城市）中，5月至 7 月挂牌土地共

有 146宗地块流拍，其中二线城市占据 83宗超过半数。

对于这一结果，克而瑞分析认为，一线城市整体供

应量低，且城市土地资源稀缺，因此流拍较少。二线城市

此前调控政策众多，地块总价往往高于三四线城市，因

此也会给房企带来更大的压力，房企的拿地态度也显得

谨慎。

另外，在一线及热点城市，部分地块起拍价已经不

低，同时这些土地在配建、自持、限售等方面都有较严格

的限制，因此开发商参与竞拍意愿降低，而在非热点城

市以及一些热点城市的远郊区域的流拍现象，则体现出

该区域市场的平淡和开发商预期不足。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 7月经济数据后，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刘爱华在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从房

地产投资方面看，从先行指标，包括新开工面积、土地购

置面积这些指标来看，还是能够支撑房地产开发投资保

持较快增长。基础设施投资随着政策的落实落地，下阶

段也有企稳的可能。总体上，投资下阶段有可能呈现企

稳向好。 据新华网

多地居民感受到房租上涨；业内人士认为核心问题是供需紧张等因素

“自从互联网入局书业后，这个行业

就再也没平静过。处于作者与读者中间

环节的出版商、批发商和实体书店，应该

始终清醒意识到，自己有被整合和取代

的危机。”在 8月 16 日举行的 2018 中国

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年会上，上海三联书

店副总经理陈逸凌的一席话，直击当下

书业痛点，获得在座众多实体书店同行

的广泛认同。

总占地 1600 多平方米，四栋保存完

好的徽派“明代高房”，外设“松石境”与

“水云乡”两个景观庭院，内设阅读、展

览、讲座、品茗等多个空间———2018年 6

月 28日试运营的上海松江朵云书院，因

满足公众对古代书院的想象，获得上海

市民的高度关注。而朵云书院，仅是上海

2018 年 20 多家新开业实体书店中的一

家。

在北京，24 小时不打烊的三联韬奋

书店进驻三里屯。在四川，当地将实体书

店纳入公益性文化设施加以建设。在深

圳，市区财政均加大投入，街道艺术吧不

断涌现。当下，实体书店回暖似乎成为一

股潮流。

仔细分析这股潮流，不难发现背后

有公共文化政策的助推。2016 年 6 月，

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

导意见》，随后《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

发展改革规划纲要》颁布。在政策引导下

各大城市书店数量显著增长，会上，原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刷发行司司长刘

晓凯谈道。

刘晓凯分析，潮流背后还有商业资

本的身影———据央视财经频道调查，各

地购物中心给予书店的租金价格普遍为

商业业态的 50%，有的甚至为 10%到

20%，在新零售业态全面占据传统商业

领域的形势下，书店和购物中心，其实都

面临着新科技、新功能、新业态的巨大挑

战，购物中心的商业、金融资本让利于实

体书店，是看好实体书店的引流效应，目

的是共同抗击新零售业态带来的冲击。

据新华网

新零售时代 实体书店探路未来

多地居民感受到房租上涨
谁推高了房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