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本月佛山全面解除限购之后，东莞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第二座全面取消限购的城市。

东莞全面解除限购

业内人士：年后市场才能回升

12月26日，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东莞限购区域全部暂停实行

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这意味着东莞市全域放开住房限购。



    《通知》提到，东莞市莞城街道、东城街道、南城街道、万江街道、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商品住房，须自商

品房买卖合同（或房地产买卖合同）网签备案之日起满3年或取得不动产权证满2年方可上市交易，上述区域暂停实行商品住房限购政策。

本市其他区域的新建商品住房须自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之日起满3年方可上市交易，二手商品住房暂停实行限售政策。

东莞政策放松能刺激一部分购房客户入市，对市场有提升作用。但就目前的经济环境看，估计市场要到春节后才能真正回升。

对于楼市调控方向，业内人士预计未来更多热点二线城市跟进。

在东莞之前，西安、杭州、佛山等城市也调整了限购，说明新一轮需求端的纾困政策已经由热点新一线或二线城市率先开局，在当前房地

产市场尚待加速修复的背景下，金融支持房地产政策要应出尽出、因城施策，充分发挥政策积极效应，预计后续还将会有更多热点二线城

市的跟进，预计除了一线城市外，其他城市或将全面取消限购。

今年多次放松限购

东莞“救市”效果甚微



在今年以来，东莞曾多次出台放松限购的政策。

4月，东莞对外地人才购房限购放松，个税或社保要求降低，由此前的“逐月连续缴纳”调整为“累计缴纳”，同时恢复个税购房政策；5月，广

东省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对限购政策有所放宽；7月，东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分类指导优化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将东莞市住房限购区域调整为莞城街道、东城街道、南

城街道、万江街道、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多轮调控之下，东莞楼市仍未见明显起色，今年上半年一、二手房市场成交量同比依然处于腰斩状态。

据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东莞一手住宅共网签10427套，同比下跌55%；2022年上半年各区域二手住宅成交量同比下跌均超50%，

其中滨海片区成交761套同比下跌64.3%，全市跌幅最大。全市成交最为活跃城区片区，成交1753套，同比下跌54.8%。

当前市场关注焦点在国内疫情传播情况，预计此时推出任何利好政策对市场行情都难以带来影响。唯有等传染高峰期过去之后，政策才能

显示出影响力。



专家：挖掘本地需求才是稳定楼市根本 

相对于收入而言，东莞房价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购房压力依然巨大。

根据统计数据，东莞2020年房价涨幅高达20%，房价收入比为17.3，在全国50个典型城市中排名第8位。这意味着一个处于平均收入的东莞

城镇居民家庭，需要花费17年的收入积累，才可以买一套普通住宅。

而在疫情之下，居民购房信心进一步被打压。东莞购房者周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所在工厂基本没有订单，很多东莞工厂开始轮

休，像我这样在厂里打工的人一个月都上不了多少天班，工资少得可怜，基本只够一家凑合过日子，虽然想买房在东莞安家，但先解决温

饱才会考虑买房。”

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宇嘉分析提到，东莞外来人口占比大、生产和生活服务业占比高，许多生产制造型的民营企

业受疫情影响严重。虽然东莞新市民、外来人口买房需求潜力很大，但该群体收入房价支付能力严重不足。东莞政策调整不能寄希望于外

来投资客，更重要的是挖掘本地需求潜力，通过发补贴、降地价、免税收、“先租后买”、共有产权等手段将需求释放出来，这才是稳定楼市

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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