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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10 月底 11 月初，一波城市相继回
调房贷利率，首套房贷重回“3字头”之后，
近日，又有城市被曝出调高房贷利率：杭
州 首 套 房 贷 利 率 再 度 上 调 ，最 低 涨 至
3.1%。据了解，这已是杭州在11月的第二
次上调。

对此，专家表示，月内两度上调房贷
利率，更多地体现了银行对于提高生息资
产收益率的急迫性，后续不排除其他城市
跟进。

月内两度上调，见底信号更加明确

11 月底，一张“11 月 30 日起，浙江省
主要商业银行新发放的首套房贷利率将
不低于 3.1%”的截图在社交平台流传，多
位地产中介对记者证实了上述调整。

“进入11月，杭州的首套房贷利率一路
微调，从2.9%上调至3.0%，又从3.0%上调至
3.1%。”一名中介说。也就是说，杭州房贷
利率1个月内经历了两次上调。

以100万元贷款20年期等额本息还款
方式为例，如果在 11 月初买房，利息总额
为 319052 元，月供为 5496.05 元。两轮上
调之后，利息总额为343080.55元，增加2.4
万元左右，月供为 5596.17 元，每月多交
100元左右。

回顾 10 月底到 11 月初，包括武汉、长
沙、南京、广州、佛山、苏州、东莞等在内的
多地相继回调房贷利率，首套房贷重回“3
字头”。

而在此之前，随着10月份LPR（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下降 25 个基点（BP）后，国内
房贷利率普遍步入“2字头”，甚至出现低至
2.65%的利率，这也成为有史以来国内房贷
利率录得的最低纪录。

对此，专家分析认为，首波上调潮，应
是房贷利率见底的信号。而11月内再度上
调，则又体现出了另一层深意。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对记者表示，11 月份的首次上调，主要是
LPR 下降幅度较大，导致公积金贷款利率
和商业房贷利率之间产生了倒挂，同时也
有银行对于息差管理的考量。而月末再度
上调，更多是体现出银行对于提高生息资
产收益率的急迫性。

近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 2024
年三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
据情况，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三季度，国
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和外资行的
净息差水平分别为 1.45%、1.63%、1.43%、
1.72%、1.44%，均跌破 1.8%的“预警线”。

而房屋按揭，是各家银行长期稳定的生息
资产。

“杭州这次上调房贷利率，具有一定的
风向标意义，不排除后续有其他城市再度
跟进，同时也说明，各地在进一步落实好这
些优惠的房贷政策。”严跃进说。

严跃进表示，总体来说，目前房贷利率
依旧处于历史低点，此后，再继续下降的可
能性不大，对于购房者来说，要进一步明确
当前一些政策所处的阶段，积极利用好这
些好的政策，更好地满足合理的住房消费
需求。

房地产市场进入止跌回稳阶段

目前，全国房地产市场进入止跌回稳
的阶段，部分城市的一二手住宅交易量出
现明显回升，捷报频频，这也是银行上调房
贷利率的“底气”所在。

比如，在深圳，11月楼市成交热度持续
提升。乐有家研究中心监测显示，截至11
月 28 日，深圳全市新房住宅认购量 9485
套，仍处于年度高位；预售网签量7475套，
环比10月同期上涨133%，市场成交依然活
跃。11 月深圳新房最新网签成交价格为
4.9万元/平方米，环比10月上涨2.1%，新房
价格的“止跌回稳”也开始显现。

今年11月1日，住建部发布了10月份
全国房地产市场行情数据。该数据从住
房、时间和区域等维度科学精准揭示了市
场行情。数据说明，“金九”和“银十”成为
楼市周期的分水岭。其中，9月份为上一轮
楼市降温的底部，而10月份则为本轮楼市
回稳的新起点。

同时，专家也提示，在新一轮止跌回稳
的向好过程中，尤其要牢牢把握“消化存
量”或“增存统筹”的功能。要充分利用好
相关资金支持，在止跌回稳的基础上，持续
促进供求关系的再均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多项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优惠政策自12月1日
起执行。

11月13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
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对个人
购买家庭唯一住房，面积为 140 平方米及
以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
140 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契税。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
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
收契税；面积为 140 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2%的税率征收契税。新政将自 2024 年 12
月1日起执行。

为贯彻落实上述政策，更好满足居民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12 月 1 日起，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等地将取消普通
住房和非普通住房标准，并明确了取消后
的增值税、购房契税优惠政策，持续降低房
屋交易成本。

2024年可谓是楼市的“调控大年”，乐
有家研究中心监测显示，截至 11 月 25 日，
深圳楼市今年已出台重磅楼市政策16次，
涉及房贷利率、公积金额度、房产税费、购
房名额、购房首付、限售政策、财政刺激等
多个方面。其中房贷利率中商业类型下调
4 次（含存量），公积金下调 1 次；房产税费
调低3次。 本报综合消息

多城首套房贷利率重回“3字头”
由于银行卡开户源头风险防控仍存漏洞、

洗钱手段不断翻新等原因，近年来我国洗钱违
法犯罪高发，打击洗钱违法犯罪的形势严峻。

通过买卖“现金花束”、充值“手机话
费”洗钱

2023年年底，黑龙江省鸡西市公安局发现
洗钱团伙通过在鲜花店购买“现金花束”洗钱的
违法活动。鸡西市公安局新型涉网犯罪侦查分
局专案二大队大队长袁泉说，洗钱团伙短期内
在多家鲜花店预定2万元的“现金花束”，鲜花
店经营者只收取200元加工费，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帮助他人转移违法犯罪资金。

鸡西市公安局新型涉网犯罪侦查分局专案
一大队大队长尹逊鹏介绍，目前新技术、互联网
金融发展迅速，不法分子利用招募卡农、虚拟开
户、空壳公司、网络赌博和虚拟币交易等实施洗
钱犯罪活动，洗钱方式变得五花八门，对经济金
融安全、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河北保定警
方曾侦破一起利用手机话费在线充值平台为支
付结算方式的新型网络赌博案件，涉案金额近
100亿元。

境内外网络平台成洗钱犯罪温床

记者调查发现，在“X”“Telegram”等境外社
交媒体软件上，充斥大量针对我国境内实施的
对接联系洗钱的推文和群组。记者在其中一个
群组发现，群内有超1万名中文用户，群组内容
包括交流洗钱收益、充值手机话费的洗钱方法、
招募线下代理的广告。境外社交媒体软件上还
存在利用“加油卡”“火币”“泰达币”等方式洗钱
的招募群组，群组中文用户均过万人。

境内外网络平台成洗钱犯罪温床。记者在
“Telegram”针对境内洗钱交流群组中发现，群
组公告发布的洗钱教学视频也用境内软件进行
实操。鸡西市公安局新型涉网犯罪侦查分局副
局长王明辉说，洗钱团伙都使用“Telegram”进
行联系，其加密通讯的私密性强，为犯罪分子销
毁犯罪证据提供了便利。

打击洗钱存难点

银行卡开户源头风险防控仍存漏洞。鸡西
警方近期破获的一起案件中，洗钱团伙通过注
册办理空壳公司，招募并指使“卡农”前往某金
融机构办理银行卡。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上门核
查，因其有真实店面和营业执照，无法分辨真
伪，后续为其办理银行卡 12 张并开通网上银
行。洗钱团伙利用“卡农”办理的银行卡洗钱，
涉案资金达3000余万元。

业内人士透露，洗钱团伙在选开户行时更
倾向于地方性银行、农商行，因为其各省分行之
间数据不互通，在A省办了卡，在B省查不到，
这就意味着洗钱团伙可以在同一家银行不同分
行办理多张银行卡。

犯罪成本较低，受利益诱惑参与洗钱问题
突出。黑龙江省公安机关一位熟悉案情的民警
介绍，当前“两卡”非法买卖并不少见，手机卡价
格几百元到1000元，银行卡价格一万元到两万
元。鸡西市鸡东农商银行副行长祁丽说，每个
柜台办理业务时都会告知不许非法出售出借银
行卡，但有的年轻人刚步入社会就把社保卡卖
了。

织密新型洗钱风险防控网

进一步完善反洗钱联动机制。首先，金融
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和责任要强化，须严格执行
有关规定。同时，工商等部门应将关口前移，加
强中小企业注册审核，防止洗钱团伙利用“空壳
公司”进行洗钱活动。此外，地方性银行要建立
统一数据库，消除信息壁垒，与公安、税务、工商
等部门建立防洗钱信息共享机制。

扩大反洗钱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北京
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劭丹等建议，
提高公众对洗钱犯罪的认识和警惕性，普及洗
钱犯罪的危害性和防范措施。

加强境内网络平台监管，加强境外反洗钱合
作。黑龙江龙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周莹等呼吁，
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分享洗钱犯罪信息、协助调
查取证、共同制定和执行反洗钱政策等。同时，
加强对境内网络平台的监管，提高巡查敏感度，
对异常店铺进行封禁处理。 本报综合消息

送“现金花束”很浪漫？

警惕洗钱新暗道！

重点30城11月新房成交达年内新高
克而瑞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11月，重

点 30 城新房成交达年内新高，环比微增
3%，同比增长20%。前11月累计同比下降
26%，降幅较上月收窄3.91个百分点。

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百强房企销
售总额同比下降 32.9%，降幅较上月缩窄
1.8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认为，12 月恰逢房企业绩
冲刺季，房地产市场将保持一定活跃度，
预计新房整体成交环比有望回升，小幅
翘尾。

前前1111月销售额同比降幅收窄月销售额同比降幅收窄

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1 月，百强
房企销售额环比减少 18.62%，同比减少
9.46%。其中，典型企业如华发股份、保
利置业、中建东孚等 11 月当月销售增长
强劲。

1—11 月 ，百 强 房 企 销 售 总 额 为
38516.0亿元，同比下降32.9%，降幅较上月
缩窄1.8个百分点。其中，销售总额超千亿
房企9家，较去年同期减少7家；百亿房企
76家，较去年同期减少32家。

从操盘金额来看，克而瑞研究中心的
数据显示，11月，百强房企实现销售操盘金
额3633.5亿元，环比降低16.6%，较9月仍增
长44.3%；同比降低6.9%，单月业绩同比降
幅低于往年同期。累计业绩来看，1—11
月，百强房企实现销售操盘金额34326.3亿
元，同比降低 30.7%，降幅较 10 月收窄近 2

个百分点。

1111月重点城市新房成交同比增长月重点城市新房成交同比增长2020%%

克而瑞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11月，重
点 30 城新房成交环比微增 3%，同比增长
20%，与三季度月均值相比增长60%。前11
月累计同比下降26%，降幅较前10月收窄
3.91个百分点。

分城市来看，4个一线城市新房成交环
比微增5%，同比上升57%，较三季度月均增
长71%，累计同比降幅为15%。除广州环比
下降外，北京、上海、深圳三个一线城市均
同环比齐增，其中，深圳涨幅显著，环比增
长65%且同比倍增。

二三线城市新房成交延续低位波动，
累计同比降幅显著高于一线城市。其中，
南京、苏州、合肥、厦门、青岛、郑州、济南
等经历了前期深度调整，因中央新政利好
维稳市场信心和适销对路楼盘入市，11月
成交出现回升态势，同环比齐增。武汉、
天津、重庆、长沙、昆明、宁波、常州、徐州、
福州等 11 月成交环比持降，不过同比转
正，已好于去年同期，整体市场走势已初
显止跌回稳征兆。少数城市诸如南宁、无
锡等同环比延续降势，整体成交仍延续低
位徘徊。

克而瑞研究中心指出，总体来看，11月
利好政策密集叠加下，核心一二线城市整
体仍处于持续放量期，重点30城新房成交
同比回正，达年内新高。

1212月新房成交或迎翘尾行情月新房成交或迎翘尾行情

展望后市，克而瑞研究中心认为，从11
月核心一二线城市周度新房成交面积变动
情况来看，增长势头不减：据克而瑞研究中
心监测数据，11月第三周（11.18—11.24）30
城新房成交面积环比增长26%。12月恰逢
房企业绩冲刺季，供应有望持续回升，不排
除部分房企为冲刺业绩而进行年末大促。
考量此影响，预计整体成交环比有望回升，
小幅翘尾。

中指研究院也认为，“9.26”新政支持力
度大，效果持续性强于以往，房地产市场出
现阶段性“回稳”。当前需求端政策已较为
宽松，居民购房首付比例及贷款利率已达
历史最低，限购政策也处于自实施以来最
宽松阶段。随着年末房企冲刺销售业绩，
加大推盘力度，预计12月房地产市场将保
持一定活跃度。房企应把握政策窗口期，
加大推盘促销力度，并保持审慎的投资态
度，聚焦投资确定性高的项目。

分城市来看，克而瑞研究中心认为，城
市分化预期延续，京沪深等核心一线城市
仍是成交热点，随着供应上升，新房成交预
期延续增势；还有部分二线城市诸如武汉、
南京、苏州等经历了前期深度调整，购买力
有修复态势，随着年末房企加强折扣力度，
刚需刚改客户仍有释放空间，还有多数内
陆三四线城市，楼市热度仍有待核心一二
线城市传导。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