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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
份，70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城市个数减少，同比上涨城市个数增加。70个大
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整体涨幅回落、二
手住宅环比涨幅回落更为明显，各线城市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或降势趋缓。

市场整体延续复苏趋势

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分别有62个和36
个，比上月分别减少2个和21个，二手住宅减少
个数较多。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
比上涨城市分别有22个和9个，比上月分别增加
4个和1个。

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从4月份房价数据来看，市场整体还是延
续了复苏的趋势，但城市间的分化，区域性的市场
波动依然存在，在前4个月新房成交量同比上涨
的大背景下，房价的支撑力依然存在。

从新房看，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比上月略扩0.1个百
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环比分别上涨
0.6%、0.4%、0.2%和0.3%；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4%和0.2%，涨幅
比上月分别回落0.2个百分点和0.1个百分点。

从二手房看，环比整体涨幅回落更为明显。
4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北京、
广州和深圳环比分别上涨0.1%、0.3%和0.5%，上
海由上月上涨0.7%转为下降0.2%；二、三线城市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由上月上涨转为持平。

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收窄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霄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4月份70城新房、二手房价格环
比上涨城市数量均较上月减少，从环比变化来看，
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双双收窄。城市间分
化更为明显，一线城市涨幅微扩，房价展现强韧
性，北上广深四城房价均延续稳定涨势，二、三线
城市涨幅则均有回落。

“今年市场复苏是从热点一、二线城市开始
的，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市场复苏更是在土地层面
得到双重体现。二线城市的分化在持续,包括成
都、重庆、海口、武汉等在内的二线城市在4月份
依然保持了房价的持续上涨，尤其是成都的一二
手房价都保持了相对高的上涨幅度。”张波分析
道，长春、沈阳等城市呈现出一手房涨二手房跌的
情况，更多的新盘促销带动入市节奏提升，但二手
房市场的温度依然难提升。

张波进一步表示，三、四线城市的市场复苏
总体依然偏慢，部分城市的房价上涨仍显动力不
足，为了加速区域市场热度提升，4月份不少城市
在政策放松的同时，积极推出“团购”方式，通过
价格层面的优惠来吸引更多的需求者加速入场，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城市总体房价阶段性
波动。

从同比看，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上涨2.0%，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
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0.9%，涨幅比
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由上月下降0.2%转为上涨0.2%；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上月
收窄0.2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1.9%和3.6%，降
幅比上月分别收窄0.8个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

展望后势，陈霄表示，4月份，相较于新房，
二手房高位回落的态势更为明显。在经历了前
两个月大幅回涨后，市场从强复苏转入弱修复
阶段。地方城市要继续重视销售端信心的提
振，部分城市需警惕下行风险。预计5月份市场
大概率延续稳定运行态势，较4月份波动幅度不
会太大。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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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目标明确

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由过去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向存量的提质改

造和增量的结构调整并重转变，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内需潜力巨大。例如，早期建设的
城市基础设施已经开始老化，部分地下水管道不通畅，燃气管道老化导致安全隐患逐渐显现等
问题，都迫切需要更新改造。同时，城市更新亟需推进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

2023年，我国将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着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资料图片

城市更新不仅有助于解决城
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提
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城市是一
个有机体，城市更新行动是个系
统工程，就是以城市整体为对象，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城市体
检评估为基础，以统筹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为路径，顺应城市发展
规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综
合性、系统性战略行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
表示，2023年，我国将以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为抓手，着力打造宜居、
韧性、智慧城市。聚焦居民所思
所想所盼所急，持续在解决突出
民生难题、创造高品质生活上下
更大力气花更大功夫。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重要
前提。倪虹介绍，2023年，我国将

在设区的城市全面开展城市体
检。找出小区在养老、托育、停
车、充电、活动场地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有针对性地实施更新改
造。开展完整社区试点，以体检
成果为基础，补齐设施和服务短
板，打造一批完整社区样板。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
新的重要内容，我国将继续扎实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今年计
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
万个以上，完成投资2000亿元以
上。同时，要大力推进加装电梯，
开展住宅外墙安全整治、适老化
改造等群众关切的项目。

既有建筑和老旧街区的改造
利用也将持续推进。坚持“留改
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推
动有特色、有历史记忆的厂房、商
场、办公楼等既有建筑的有机更新

和复合利用。实施老旧商业区、步
行街、老旧厂区等老旧街区更新改
造，推动街区功能转换、产业转型、
活力提升，打造一批精品街道、创
意园区、城市客厅等活力街区。

我国还将加快城市基础设施
更新改造，2023年，新开工城市燃
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10万公
里以上，改造建设雨水管网1.5万
公里以上，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

倪虹介绍，将加快建立城市
更新制度，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公众参与的可持续实施模式；
改进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
收；持续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城市
排水防涝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海
绵城市建设示范；推进城市信息
模型基础平台等新型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

着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据了解，目前各地积极性较
高，陆续出台了城市更新政策法
规，完善制度机制，探索多种实施
模式。例如2023年3月1日，《北
京市城市更新条例》将正式实施。
北京市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上创新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
制、基层发现问题发出召集信号，
相关部门迅速到场，打通了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有力保障了基
层一线、群众身边的事“有人办、马
上办、能办好”。很多城市首先开
展城市体检，找出问题短板，然后

制定城市更新规划、计划，再统筹
推进老厂区、街区、老旧小区改造、
居住社区建设、既有建筑改造、内
涝治理、海绵城市建设和新城建等
城市更新项目的落地。

2021年11月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决定在北京等21个城市
（区）开展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工
作，为期2年。旨在通过试点探索
城市更新统筹谋划机制，探索城市
更新可持续模式，探索建立城市更
新配套制度政策。2022年11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结城市更新

试点城市和各地经验做法，形成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可复制经验做
法清单（第一批）》，便于各地结合
实际学习借鉴。

“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
城市体检发现的问题，就是城市
更新的重点；城市体检的结果，就
是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的
依据。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群众需要什么、期待
什么、操心什么，我们就要着重抓
什么，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获得
感。”倪虹说。 （新华网）

统筹推进更新项目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