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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河南省信阳市住建局发布《关于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工
作的若干措施（试行）》要求今后新出让土地开发的商品房，一律实行
现房销售。“现房销售”话题再次引发关注。什么是现房销售？推进现
房销售面临哪些挑战？对房地产市场有哪些影响？

政策陆续出台政策陆续出台

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栋表示，现房
销售以“所见即所得”为主要特征，购房者面对的是已建成的实体房
屋，能够直观评估质量、环境与配套，交易风险相对较低，尤其能规避
项目烂尾、重大规划变更或货不对板等风险。期房销售则具有不确定
性，购房者需承担自购买至交付期间可能出现的开发商资金链断裂、
工程延期、质量瑕疵、承诺不符等多重风险。

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监测，2022年末以来，全国多地出台现房销
售相关政策。安徽提出有力有序推行商品房现房销售，指导支持合
肥、芜湖做好试点工作；另有多地出台现房销售配套支持政策，如江西
赣州多区县延长现房销售项目土地出让金缴纳期限，山东多地提高购
买现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

此次信阳发文明确在中心城区新出让地块推行现房销售，也是近
期全国首个明确全面落实现房销售的城市。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副院长严跃进表示，信阳现房政策立足三项具体目标，即化风险、去库
存和控增量。此次信阳提出一律实行现房销售，具有深厚的市场基础
和精心考虑，是立足新形势而设立的工作目标。

仍需综合考量仍需综合考量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现房销售在市场中的占比稳步提升，并非单
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政策导向、市场逻辑与行业发展阶段性特征
共同塑造的趋势，是房地产市场在经历快速发展周期后，向更为成熟、
稳健、注重风险控制和购房者权益保障阶段演进的必然体现。

李栋表示，近年来，针对房地产市场风险，尤其是预售资金监管缺
位及项目交付困境，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日益明晰。从“保交
楼、稳民生”的底线要求，到将现房销售纳入“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顶
层设计，政策信号强烈。“安全交付”已成为购房决策的核心权重因子，
推动了市场对现房产品的偏好。

对行业而言，在库存量大的地区试点现房销售，有助于控制供应
规模，改善市场供需结构，加快去库存，也有利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
构建。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表示，现房销售模式下，房企
为了吸引购房者，在项目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等环节将更加注重品
质，从而推动产品品质提升。现房销售更加考验企业的产品力，高产
品力、强品牌力的企业未来发展机遇或将更大。

不过，现房销售仍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考量。陈文静表示，首先，
由于现房销售时间节点较期房销售模式更靠后，房企销售回款也较当
前更晚，较为考验房企资金情况；其次，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会影响新房
供应规模，对于部分库存量较小的地区来说，更需要把控推进节奏和
力度；最后，现房销售对金融机构的资金要求也将提升。

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表示，长远来看，现房销售全面铺开需
兼顾金融、土地、监管等多维度配套改革，平衡风险防控与市场稳定。
应坚持用试点方式推进，避免“一刀切”，优先在供需稳定的城市的优
质板块推进，同时考虑增加在土地拍卖中设置现房销售比例，并可考
虑对现房销售项目减免相关税费，以提升开发侧参与度。

未来走向何方未来走向何方？？

我国房地产市场区域差异较大。在一二线核心城市推行现房销
售的条件相对成熟，但在广大的三四线城市，其市场基础、地方财政结
构、居民购买力等因素与大城市迥异，期房在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维持
市场供给方面短期内或仍有其存在空间。

有力有序推行现房销售，意味着循序渐进、因城施策。李栋说，未
来一段时间，将是现房和期房并存的时期，期房预售制度很快退出市
场的可能性小，但期房在商品房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将持续削弱，房地
产市场将逐步向“现房主导、期房为辅”的格局演变。

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为了
鼓励向现房销售转型和过渡，各地可能会出台相关政策。同时，即便是期
房项目，在严厉的预售资金监管框架下，在合规的按揭贷款投放条件下，
其缩短资金回笼周期的效果也在下降，期房和现房的差距在收窄。

李栋表示，现房还是期房，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有效控制
预售风险。随着市场成熟和法制健全，即便保留预售，其风险敞口也
会被大幅压缩，或者引导市场自发倾向于风险更低的现房及准现房交
易。 本报综合消息

“年龄要求 35 周岁及以下”，
这是不少企业在招聘公告中列出
的硬性要求。记者采访多位企业
招聘负责人发现，年龄是其招聘时
的重要考量因素，即便不在招聘公
告中明示，在筛选简历时也会着重
考虑。

对于大龄求职者而言，尽管具
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出众的工作
能力，面对招聘企业的年龄限制也
只能望而却步。近年来，关于取消
35 岁招聘限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相关人士指出，35 岁的职场门槛
与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易造成
就业市场内卷、人才浪费与断层。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有部分企
业在招聘时放宽年龄限制，企业受
访人士表示“更看重大龄求职者的
经验和能力”。同时，关于放宽或
取消招聘年龄限制的相关政策陆
续出台。消除不合理的就业限制
和歧视，还需迈过哪些坎？记者对
此进行了采访。

35岁为何成应聘门槛？
“抱歉，尽管我们对您的工作

经历印象深刻，但该职位需要满足
其他需求。”今年春招时，37 岁的
肖女士在线上平台求职时，收到多
家招聘企业类似的回复。当时，肖
女士职场空白期近4个月，因为年
龄偏大而频频遭拒，令她焦虑不
已。

数月来，肖女士投出近百份简
历，与招聘企业人力资源工作人员
沟通过千余次，然而收到的面试邀
约寥寥无几，“很多企业明确要35
岁以下的，对于像我这样的大龄求
职者而言，筛选简历这一关都过不
去，更别提面试机会了。”

39岁的金先生在上海从事互
联网游戏开发，从去年6月到今年

春招，他投出数百份简历，但同样
因为年龄问题，大部分简历石沉大
海。“有些是项目不合适，但主要还
是年龄问题。”

“35岁不只是应聘门槛，企业
的项目变动、末位淘汰等，35岁以
上员工是首先被拿来‘开刀’的。”
金先生说。

企业招聘为何设置年龄门
槛？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教授李育辉认为，企业追求“青春
红利”是原因之一。在普遍认知
里，年轻人的工作精力更充沛，工
作效率更高，尤其在新技术占比较
大的互联网行业，这一现象更为明
显。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程阳认为，企业设置年龄门
槛，一方面是因为公务员和国企招
聘中的年龄限制具有示范效应。
另一方面是为了控制用工成本，

“高龄劳动者可能伴随更高薪资预
期、医疗支出及退休福利成本。”

一些招聘开始破除35岁年龄
限制

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
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
资本报告2024》数据显示，全国劳
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从 1985 年的
32.25 岁上升到了 2022 年的 39.72
岁。

记者注意到，破除 35 岁就业
年龄限制在一些招聘公告中开始
显现：山东、新疆、贵州等地发布的
事业单位招聘公告，把部分岗位年
龄放宽至45周岁以下。

除了落实在招聘公告中的放
宽年龄限制，相关意见也明确要消
除就业歧视。去年9月发布的《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

明确，保障平等就业权利，消除地
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影响平等就
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畅通
社会流动渠道。

“在一些以从业经验为优势的
行业或岗位，放宽年龄限制可以减
少人才浪费。随着人口老龄化加
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发生变
化，需要充分利用各个年龄段的人
力资源来弥补劳动力缺口。”李育
辉认为，人才成长路径愈发多样
化，工作后选择辞职深造、跨行业
转型等成为一种趋势，政策设计和
调整上需要回应和满足大众的需
求，优化人力资源配置，避免因年
龄限制而带来的人才流动壁垒。

提升对大龄求职者接纳度
企业招聘年龄限制加剧了大

龄求职群体的就业焦虑，限制了他
们的职业发展路径。李育辉认为，
中年求职者面临经济压力，其失业
风险可能引发家庭不稳定的问题，
甚至带来社会焦虑的代际传递。

打破就业年龄限制需如何发
力？“破除年龄限制，应在立法层面明
确列举禁止年龄歧视，出台相关法律
法规或政策性文件，设定歧视认定标
准以及处罚措施等。”程阳说。

程阳建议，在司法层面，发布
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尺度，明确超
出法定资格要求的年龄限制均属
无效，同时降低劳动者举证难度，
要求企业就年龄限制的合理性承
担证明责任；在行政管理层面，将
年龄歧视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
建立招聘广告审查机制，对违规企
业予以公示并处罚。

李育辉建议，企业可以探索更
加灵活的用工模式，如远程办公
等，为大龄求职者提供更多就业机
会。 本报综合消息

越来越多的餐厅正在逐渐用
更清新的水饮代替普通的凉白开、
冲泡茶，而我们似乎也觉得这些水
饮更能提升就餐的体验感，也成为
了餐馆们的“隐形竞争力”，这是为
什么呢？

▶这些清新的夏日水饮正在
横扫大街小巷

这几年餐馆们提供的免费水
饮越来越多样化，有个很重要的原
因是一些水质不太好的地方，白开
水的滋味有点难以下咽，而那些加
入了清爽调味的水饮就成为大势
所趋了。

最常见的自然是柠檬水，只需
要在饮用水中加入几片新鲜的柠
檬片，普通的凉白开便会带上一股
柠檬的清香与酸爽，一口喝下，口
腔内唾液分泌都加快了，十分促进
食欲。

与柠檬水同理的还有各类柑
橘调的水，如青桔水、西柚水、橙子
水等，这些柑橘类水果的果皮中含
有大量挥发性芳香油，以清新且充
满活力的香气被广泛接受，有心的
店家还会加入冰块或者冰镇一番，
更为消暑。

而能与柠檬水对打的薄荷水，
其背后也有一众具有代表性的植
蔬类水饮，例如黄瓜水、荷叶水等。

相较于柑橘调的水饮，它们的
气味更为多元。

黄瓜的气味清新但不抢味，吃重

口味食物后喝杯黄瓜水，清爽舒适。
薄荷水更显清新凉爽，因为薄

荷叶中含有薄荷醇，它能够以化学
方式触发皮肤和口腔中对冷敏感
的 TRPM8 受体，让我们的大脑产
生“凉”的感觉。

这些果蔬水饮不仅能提升凉
白开的口感，对振兴食欲亦有很大
的帮助。

譬如大量存在于柑橘类水果
之中的柠檬酸，可以增加唾液分
泌、促进胃酸分泌及消化酶活性，
作为餐前开胃水很合适了。

果蔬水饮还有一大好处在于
它不含咖啡因，对于咖啡因敏感的
人群，就餐时要是喝太多茶叶茶，
可能会引起心悸、失眠等情况，用
果蔬水饮替换茶叶茶，就不怕晚上
睡不着了。

另外从营销策略的角度来说，
店内提供比凉白开看着更高一级
的免费水饮，亦是对消费者情绪的
一种“隐性满足”。现在去用餐，发
现店家还“固执”地只提供凉白开，
第一印象就会打个折扣——柠檬
水又不贵，连这都没有吗？！这或
许会迫使餐馆们纷纷“卷起来”。

不过对于餐馆来说，这些免费
水饮也是一笔划得来的经济账，像
柠檬、薄荷等原材料本身价格不
高，而且还可以反复冲泡，即便大
量供应成本也会低过茶叶。同时
因为提供免费水，无需额外收取茶

位费，和顾客达成了双赢局面。
要是免费茶水做得好，有时还

能提升餐馆的竞争力，做出地域性
的差异化来。

例如北京有些小餐馆会在夏
天提供凉的绿豆汤。不少川渝地
区的火锅店、串串店会提供“老鹰
茶”，它其实是老豹皮樟的嫩枝嫩
芽，经晒干后可以充当茶叶冲泡饮
用。

▶秋冬时分这些“热茶”好暖身
相较于夏季的清爽果蔬水，秋

冬季节餐馆提供的免费水饮就略
显单调，它们大多承担同一个“任
务”，让顾客从寒冷的室外中进来
后，通过一杯暖饮迅速恢复温度，
同时也唤起食欲。

大麦茶、荞麦茶在秋冬季节也
相当流行，部分餐馆为了提升它的
口感，还会额外加入新鲜或者晒干
的玉米须增加甜味。

还有一些店铺会提供红枣桂
圆枸杞茶、八宝茶这类甜度更高的
茶饮，热水冲泡后这些干果的香气
被极大程度地逼出，即便不额外加
糖，茶汤也是甜丝丝的，可以迅速
帮助寒冷的身体补充热量。

这也难怪“围炉煮茶”成为了
近几年比较热门的社交和生活方
式（当然围炉煮茶的茶水就不属于
免费提供的范畴了），给秋冬季节
带来了一抹火热的氛围感。

本报综合消息

各地积极推进现房销售，市场影响几何
部分地区和企业将招聘部分地区和企业将招聘年龄放宽至年龄放宽至4545岁岁

职场职场““3535岁门槛岁门槛””有有望打望打破吗破吗？？

为何餐馆都在统一提供免费柠檬水为何餐馆都在统一提供免费柠檬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