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研究                                                          

两会后房地产市场政策环境变化分析 

3 月初，两会在京顺利召开，期间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设定了较为积极的全年

发展预期目标，并明确相关政策部署安排，强调“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随后，各部门积极推进“好房子”标准、土储专项债细则、《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等

相关配套政策。两会以来房地产政策环境迎来边际优化，有助于改善市场预期、释放购

房需求、优化供需结构，进一步助力市场“止跌回稳”。 

一、宏观经济目标偏积极，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2025 年是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之

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客观分析了外部宏观环境变化和当前经济

形势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整体政策基调延续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中求进”的总

体基调。《报告》指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还不稳固，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

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可能对我国贸易、科技领域造成更大冲击；由此，宏观政策强调“协

同配合，出台实施政策‘能早则早、宁早勿晚’，注重倾听市场声音，协同推进政策实

施和预期引导”。在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报告》将 GDP 增长

目标设定在 5%左右，并确立城镇失业率、居民消费价格、居民收入增长等宏观经济指

标，同时配套货币、财政、消费等政策，向市场传递信心，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二、“适时降准降息”，进一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货币政策方面，《报告》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优

化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更大力度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整体表述更为积极。

考虑到《报告》对楼市的支持态度较为明确，预计 2025 年针对房地产的降息空间仍较

大，但具体降息路径在内外部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形下并不明确。后续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也明确“适时降低

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并“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缴存人在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

首付款的同时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加大租房提取支持力度，推进灵活就业人

员缴存试点工作。” 

三、定调“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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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关系到投资、就业、财政、金融稳定、居民财富等各个层面，行业“止跌回

稳”对防范化解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全局而言意义重大。2024 年 12 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稳住楼市”，同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

市场止跌回稳”，今年也将相关提法写入《报告》，进一步明确 2025 年中央要稳住楼市

的决心。年初以来，多数地方在两会等重要会议中均提及“止跌回稳”目标，部分地方定

调更为积极，例如深圳强调要推动“房地产投资尽快恢复增长”，重庆强调“全力推动房地

产和建筑业企稳回升”，各项配套政策有望继续完善，力促目标实现。 

四、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 

《报告》明确了多项促进购房需求释放的政策方向，重点围绕调减限制性政策和城

中村改造等方面。因城施策调减限制性措施方面，2025 年核心城市有望继续调整限购限

贷等限制性政策，允许更多刚需和改善人群入市；二三线城市或聚焦加大购房补贴力度、

优化公积金政策、降低房贷利率和交易费用等鼓励需求释放措施。城中村改造方面，年

初 31 个省市中 24 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将城中村改造作为重点任务部署，预计 2025 年

城中村改造项目将继续放量，在新增实施 100 万套的基础上将继续增加改造规模。结合

货币化安置或房票安置政策，城中村改造加力实施或将带动更多购房需求入市。 

五、供给端政策聚焦优供给、盘存量、防风险 

《报告》在供给端的调控政策继续贯彻 2024 年 9·26 中央政治局会议“严控增量、

优化存量、提高质量”的总体要求，将稳地产工作纳入“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政策

框架内，依然强调“防风险”主线。具体政策措施来看，一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利

用方式，合理控制新增房地产用地供应。预计相关部门将继续严格推进落实各地年度供

地计划等政策，坚持以人定房、以人定地；二是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地，推进收购存

量商品房。《报告》进一步强调“在收购主体、价格和用途方面给予城市政府更大自主

权”“拓展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使用范围”，后续自然资源部和财政部迅速出台《关于做好运

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土储专项债细则”），

进一步规范收地范围、明确申报审核流程、强调资金和收益的综合平衡。预计在专项债、

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等专项资金和配套政策支持下，各地收储工作有望进一步落实；三是

发挥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作用，继续做好保交房工作，有效防范房企债务违约风险。根

据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目前商业银行房地产“白名单”项目贷款金额超 6 万亿元，房地

产融资协调机制已经支持了超 1500 万套住房建设交付。继续做好保交房工作，有助于

供给端加快修复，对于修复居民购房信心，促进市场企稳也有积极影响。 

六、“好房子”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打造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近几年，住建部多次提出“好房子”要具备舒适、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等特征。

本次《报告》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建设安全、舒

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好房子”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后，住建部相关



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正在组织修订《住宅项目规范》，其中一项即是把住宅的

层高标准提高到不低于 3 米。此前，2011 年版的《住宅设计规范》规定“住宅层高宜为

2.8 米”，但并未强制要求。当前住房建设市场发展由“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已成为历史

趋势， “好房子”将成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赛道。预计未来将有更多城市因地制宜出

台细化政策。 

七、总结 

整体来看，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从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到楼市政策均释放了积极的

信号，定调“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且强调“出台实施政策要能早则早、

宁早勿晚”，财政、货币等政策有望持续发力。从房地产政策方向来看，本次政府工作

报告提及的各项举措，整体要求延续了以往促需求、优供给、盘存量、防风险的基调，

具体政策在会后得到各部门、各地方的快速响应、细化和落地，有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并加快推动“白名单”、土储专项债、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等政策的落地节奏。从房地产

市场来看，2025 年以来，核心城市继续保持修复，优质地块竞拍热度不减，叠加本轮政

策支持及传统营销季推动，3 月房地产市场有望延续回稳态势，核心城市或出现“小阳

春”行情。 

 

执笔人：韩鸣飞 

 

免责声明 

本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

托”或“本公司”）官方立场。其中引述信息来源于公开资料，中诚信托对本文章信息的

准确性、可靠性、完整性、时效性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本文

章所表述的任何观点或提供的任何信息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对依据或者使

用本文章表述观点和信息所造成的任何后果，中诚信托及/或其关联机构、关联人员均

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