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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的发布会，多项重磅政策同时推出，主要加大货币政
策调控力度，从降准、降息、降利率、降首付等方面政策齐发，引导商业银行将存量房贷利率降至新发房贷利率附近，降幅
50bp左右。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最低首付比例至15%，利好改善需求释放，降低改善门槛 

工具手段 政策动作 调降幅度 

降准 
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

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 

8月，提前增持5070亿的国债； 
9月18日，逆回购5682亿；9月19日逆回购5236亿；9月20日逆回
购5179亿，连续3天逆回购，累计货币放水约1.6万亿； 
9月24日，释放后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0bp，释放长期资金1万亿。 
同时年内择机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5-50bp 

降息 

将降低中央银行政策利率，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0.2个
百分点，从目前的1.7%降为1.5%，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和存款利率同步下行，保持商业银行净息差稳定。（目

前的LPR报价与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相关） 

-20bp 

降利率 
引导商业银行将存量房贷利率降至新办房贷利率附近， 

预计平均降幅0.5个百分点左右 
-50bp 

降首付 
将全国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比例由25%下调到15%， 

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5%（二套房） 

其他 
3000亿保障房再贷款央行支持比例从60%提高100%； 

年底前到期的经营性物业和金融16条政策延期2026年底；
创设新的货币工具，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  

支持比例提高，增强多银行、收购主体的市场化激励 
同时展期延长 

郑州当前利率情况：首套住宅商贷利率为3.25%（LPR-60个基点），二套住宅商贷利率为3.35%（LPR-50个基点），公积金贷款利率2.85%。
郑州大部分存量房贷利率在上次调整后在4.2%-4.35%左右，随着存量房贷利率再次下调50个基点，将保持在3.8%左右，向新发房贷利率进一
步靠近。此外，9月29日郑州公积金管理中心明确存量住房可以组合贷（贷款年限+建成年限≤50年），从2024年10月8日起执行。 

924国新办会议：降准、降息、降存量房贷利率、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926政治局会议：表述积极、传递稳增长及稳预期，努力完成目标 

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分析口径及判断 

总体判断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民生保障扎实
有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取得积极进展，高质量扎实推进，社会

大局保持稳定 

当前问题 
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及市场广阔、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并未

改变，同时，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发展目标 全年经济增长目标（5%左右），明确要“努力完成” 

2024年9月26日政治局会议召开，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新情况和问题，需求不足，投资乏力），首次在9月部署
经济工作，传递出稳增长、稳预期的重大决心，同时明确要努力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5%左右） 

【总基调】 
 

表述积极，加力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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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消费和出口累计同比增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 

出口总值累计同比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同比增长(%) 

【当前经济现状】 
 

需求不足，投资乏力 



926政治局会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扩内需 

针对经济现状压力，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内需，尤其是财政和消费相关增量政策。本次会议也继
“9·24”金融组合拳落地后，对货币政策宽松，财政政策加力两方面均有明确的指引。同时，在保民生、保就业、稳预期和
稳地产政策方面也有进一步的明确表态 

政策方面 相关表述 政策力度 后续动作跟进/手段 

货币政策 
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大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要“降低存
款准备金率，实施有力度的降息”。也明确表示，此后的降息

空间仍较为可观。 
加大宽松力度 

降准、降息 
央行下调政策利率：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由
此前的1.70%调整为1.50%。（从9月27日起执行） 

财政政策 
指出“要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更好
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会议强调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切

实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加大力度 

1、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 
2、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 
3、地方政府投资带动 

保民生及消费 

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并提出“提升消费结构”以及
“培育新型消费业态”。如重点做好应届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脱贫人口、零就业家庭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加强对就业困难

群体的帮扶，抓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等。 

调整消费结构 
兜底民生 

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不排除会加大转移支付力
度，对消费形成边际提振 

促生育配套政策和完善养老产业配套不断完善 
兜底民生，就业优先，保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资本市场 

会议指出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强
调“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堵点”。要支持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稳步推进公募基金改革，研究出台保护中小投资

者的政策措施。 

大力提振 
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同时保护投资者利益 

从近期的股市市场反弹明显可以看出 

对外 
要加大引资稳资力度，抓紧推进和实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等
改革措施，进一步优化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加大引资稳资 
促进招商引资 

- 

产业政策 
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要出
台民营经济促进法，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帮扶促进 - 

稳地产 

明确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供给侧“对商品房
建设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在需求侧 “调整住
房限购政策，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
投放力度，支持盘活存量闲置土地，继续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

新模式，具体细则仍待进一步观察。 

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供需两端发力 

推进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存量房方面：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新房需求方面：放松限购政策，尤其一线城市仍在严

控城市 
防风险：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力度，指导银行保
险机构积极配合化解房地产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926政治局会议：明确房地产行业止跌回稳，有利增强行业信心 

 展望：伴随后续政策有效、及时、宽松、有效落地，则不排除人民币汇率仍有继续升值的空间。而人民币汇率是对中国投资
回报率预期的“风向标”，也有望和风险资产的积极表现形成“共振”。 

 会议的重大意义：释放出重大积极信号，政策措施整体大超预期，方向明确力度更强，定调更清晰，彰显政策加码推动经济

恢复的决心，体现出稳增长、稳市场政策的力度及紧迫性均有加强。 

 具体举措方面：相对于9月24日的金融政策组合拳“增量”表述，尤其是在保民生、促消费、保就业、稳预期等方面的政策

部署。同时，在货币政策预期管理上更进一步，提出要实施有力度的降息；在补充财政收入缺口，扩大地方政府投资上等政

策部署措施上也更具有实质性、针对性。 

政策加码表明推动经济恢复的决心和迫切性，措施上更具实质及针对性，房地产行业明确”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暖”，
促消费举措有望加快落地，市场反应仍需密切关注近期后续具体政策陆续出台情况 

 房地产行业方面：政治局会议提到，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这是首次出现的表述，彰显维稳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对供应端，“商品房建设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力度，支持盘活存量闲置土

地”。“严控增量”， 即政府将对新建商品房的规模和速度进行严格控制，以避免房地产市场再次过热和无序扩张；对于把

控过关的项目，要加大支持力度。对需求端，回应群众关切，调整住房限购政策，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对于存量，要提升质

量、改善居民生活品质。 

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金融机构对涉房类信贷仍持谨慎态度，房企合理融资需求落地难；需求端疲弱，资产价格预期下降叠加居民收入预期下行；低

能级城市地产项目纾困进度较慢、库存较高。 



金融支持跟进：陆续出台四项金融政策，支持地产行业 

序号 四项金融支持 调整方面 具体内容 

一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定价机制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两方面优化： 
一是允许变更房贷利率在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基础上的加点幅度 
二是取消房贷利率重定价周期最短为一年的限制 

①11月1日起，合同约定为浮动利率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可与银行业金融
机构协商约定重定价周期；固定利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可与银行业金融机
构协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浮动利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 
②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同时发布倡议，各家商业银行原则上应在2024年10月31
日前对符合条件的存量房贷开展批量调整。对于加点幅度高于-30基点的存量房贷
利率，将统一调整到不低于-30个基点，且不低于所在城市目前执行的新发放房贷
加点下限 

二 
个人住房贷款最低

首付款比例 
对于贷款购买住房的居民家庭，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不再区分首套、二套住房 

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 

三  
保障性住房再贷款
有关事项进行调整

优化 

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
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进一步增强对金融机构

和收购主体的市场化激励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有关事项进行调整优化：对于

金融机构发放的符合要求的贷款，中国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发
放再贷款的比例从贷款本金的60%提升到100% 

四 
延长部分房地产
金融政策期限 

支持开发贷款、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合理展期政
策的适用期限和做好经营性物业贷款管理政策的

适用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底 

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延长部分房地产金融政策期限
的通知》，将《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
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银发〔2022〕254号）中支持开发贷款、
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合理展期政策的适用期限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②将《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经营性物业贷
款管理的通知》（银办发〔2024〕8号）中有关政策有适用期限的，将适用期限延
长至2026年12月31日 

继9月24-26日国新办、政治局会议后，多项政策密集出台，9月29-30日，四项金融支持陆续跟进出台，持续利好行业内多个主体 



（一线城市）政策跟进情况 

城市 具体内容 要点 限购限售 首付与利率 

“京八条” 
北京 

购房首付比例：首套商贷最
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15%；购买二套最低首付
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20% 

五环内3年 
五环外2年 

限售继续执行 

首套房15%、3.4% 
二套房20%、3.6-

3.8% 

“沪七条” 
上海 

上海政策优化的重点在于调
降首付比例和限制性增加房

票 
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为

15%，个税缴纳满3年或者
积分达到标准的非沪籍家庭
购房套数与沪籍家庭一致 
增值税免征年限由5年缩短

至2年 

外环外1年 
外环内2-3年 
限售继续执行 

首套房15%、3.4% 
二套房25%、部分

20% 
3.6-3.8% 

深圳 

深圳政策优化思路与上海类
似，满足条件的人群在限购
区域增加1张房票、多子女
家庭增加一张房票，以及部
分区域购房不需要社保证明 
取消商品住房和商务公寓转

让限制 
增值税免征年限由5年调整

为2年 

核心区1年 
非核心区无 

首套房15%、3.4% 
二套房20%、3.8% 

广州 广州力度最大，取消各类购
房限制 无限购限售 

首套房15%、3.1%
（部分低于3%） 
二套房15%、3.7-

3.8% 

城市方面，北京较为稳健，重点在于优化购房资格；上海政策调整较为全面，注重市场活跃度；广州政策力度大，市场预期乐观；
深圳政策灵活，注重市场平衡；四个城市在优化限购、取消限购方面的调整，利好改善性需求的持续释放；同时降低社保年限对刚

需入市促进作用大；多项系列政策出台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信心，促进楼市向好、带动成交攀升 

城市政策跟进：一线城市政策紧跟，调整幅度大，利好地产与楼市 



城市政策跟进：其他省市政策紧密跟进，河南省发布20条支持措施 

河南、河北、四川、湖北、广东、云南等10余个省出台了省级层面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文件；武汉、厦门、无锡、合
肥等50余个城市也出台了本市房地产市场优化政策，积极跟进政策号召，意在推动地产行业恢复，带动金九银十成交，拉升预期 

河南 

• 9月30日，河南省发

布了20条措施促进

房地产市场止跌，包

括加大购房补贴、契

税补贴、人才购房补

贴力度，取消商品住

房限制政策等 

河北等省份 

•10月1日起，各地将实

施新的住房贷款政策，

首套和二套房的最低首

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

15%。这一政策旨在促

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

康发展 

四川 、湖北、广东等省

份 

•充分利用“十一”黄金

周，出台利好政策，开

展形式多样的商品房促

销活动” 

 

武汉经开区：房地产“金十条”政策 

厦门：地产新政 

无锡：地产新政 

 更大力度给予契税和购房补贴（消费券、物业费、车位租金补贴等） 
 更大力度支持购房业主安家就学、更大力度支持“先租后买”购房 
 更大力度给予重点人群购房优惠、更大力度支持收购存量住房和以旧换新、更大力度支持

完善区域配套功能 
 更大力度支持企业盘活存量土地、更大力度支持企业盘活存量资产 
 更大力度支持住宅阳台设计创新、更大力度放宽免计容的建筑范围等 

 全面取消住房限售，在厦门市购买的商品住房不再限制上市交易时间（土地出让合同另有
约定的商品住房项目，以及政策性住房除外） 

 优化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15%，与首
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保持一致。 

 优化住房套数认定，住房套数按拟购住房所在区辖区范围认定。拟购住房所在区辖区内无
住房，或拟购住房所在区辖区内仅有一套住房且正在挂牌出售的，拟购住房认定为首套住
房，后续再增购的一套住房认定为二套住房 

 涉及优化首套房认定标准、加大公积金政策支持力度、优化商业贷款利率支持政策等10
条措施 

公积金调整的典型城市统计 

 成都：提高贷款额度 

（单缴存人最高贷款额度由40万元提高至60万元，双缴存人最高贷款额度由8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

多子女家庭、“以旧换新”购房最高贷款额度对应上浮20%）； 

 郑州：可组合贷 

（存量住房组合贷款是指公积金中心与商业银行就发生交易的同一套存量住房（二手住房）分别向购房

人发放住房公积金与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 

 济南：政策与对象、额度调整 

（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二孩及以上家庭在我市购买普通自住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

度按家庭当期最高贷款限额上浮30%） 



全国行业表现：9月地产行业数据表现不甚乐观，10月将有部分改观 

前8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18%，住宅降幅20%，各类城市新房成交量处普降状态，一二线城市存量住宅成交量持增 
9月全国房企销售额未有突破性增长，年度目标任务差距仍较大，政策利好推动与一线城市高热带动下，10月预期向好将带动销售端

成交热度，年内整体营销将以促销达标为核心诉求，市场复苏程度与价格调整仍需时间周期（一线城市除外） 

数据来源：泰辰市场监控中心、统计局、中信建投、Wind、各城市房管局、房企公告、观点指数等 

1-全国、百强房企累计销售额与同比增速变化 2-百强房企9月销售金额与同环比增速变化 

3-全国52个重点城市新建住宅月度成交面积同比 4-全国52个重点城市存量住宅月度成交面积同比 

 前8个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60602万㎡，同比下降18.0%，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20.4%。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59723亿元，下降23.6%，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25.0%。 

 9月单月百强房企全口径销售金额2736亿元，同比下降38.1%，降幅较上月扩大10.3个百分点。主

流房企中共2家实现销售同比正增长，较上月减少6家，共15家实现环比正增长，较上月增加7家。 

 9月52个重点城市新房共成交843.9万平，同比下降24.9%，降幅较上月扩大6.9个百分点；一线、

二线、三四线成交量的同比变动分别为-31.6%，-37.1%和、7.61%；14个重点城市二手房单月成

交581.5万平，同比提升5.5%；其中一线、二线、三四线成交量的同比变动分别为+1.9%，+10.2%、

-5.2%。 

2024年1-9月全国房地产企业权益销售金额统计 

序号 企业 
权益销售金额
（亿元） 

序号 企业 
权益销售金额
（亿元） 

1 保利发展 2258 11 绿地控股 760 

2 中国海外发展 2152 12 中国金茂 755 

3 万科 1824 13 华发股份 730 

4 华润置地 1687 14 越秀地产 729 

5 碧桂园 1581 15 滨江集团 613 

6 招商蛇口 1406 16 中国铁建 562 

7 建发房产 1015 17 新城控股 422 

8 龙湖集团 908 18 融创中国 403 

9 绿城中国 834 19 中交地产 354 

10 金地集团 802 20 保利置业 345 



 
9月份新房成交延续下行，新房供应约39.53万方，环比上涨49%，成交约26.7万㎡ ，环比下降4%，且价格低位  
2024年1-9月郑州市区新房成交总量约285.76万㎡ ，同比去年同期下滑36%；价格14484元/㎡ ，同比下滑7% 

 

郑州市区商品住宅备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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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4年9月郑州市区新建商品住宅供销价 

供应（万㎡） 成交（万㎡） 均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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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4年9月郑州市区新建商品住宅库存及去化周期走势 

库存：万㎡ 去化周期：月 

月份 
供应量 

（万㎡） 
成交量 

（万㎡） 
成交价格 
（元/㎡） 

成交金额 
（亿元） 

2023年9月 26.99 36.29 14492 52.59 

2024年8月 26.46  27.81  14750  41.02  

2024年9月 39.53  26.70  13498  36.00 

同比 46% -26% -7% -32% 

环比 49% -4% -8% -12% 

2024年1-9月 193.54 285.76 14484 413.90 

累计同比 -34% -36% -7% -41% 

数据来源：泰辰市场监控中心、房管局备案数据 

郑州新房备案表现：9月新房供大于求，新房成交量约27万方 



 
二手房买卖库存房源量（以中介机构示例） 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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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4年9月郑州主城区商品住宅供销价 

二手房成交（万㎡） 新房成交（万㎡） 二手房均价（元/㎡） 新房均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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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 2024年2月 2024年3月 2024年4月 2024年5月 2024年6月 2024年7月 2024年8月 2024年9月 

月份 
新房成交
量：万方 

二手房成交
量：万方 

二手房/新
房 

新房均
价：元/㎡ 

二手房均
价：元/㎡ 

二手房/
新房 

2022年 447 388 87% 16647 12427 75% 

2023年 585 780 133% 15362 11613 76% 

2024年
1-9月 

286 512 179% 14484 9649 67% 

 
9月二手房热度持续下降，成交量环比下滑9%；1-9月二手房成交总量约512万㎡ ，同比去年同期下滑14%；价格9649元/㎡ ，同

比下滑18% 

 

郑州二手房市场：9月二手房热度持续降温，成交量环比下降9% 

数据来源：泰辰市场监控中心、房管局备案数据 



9月郑州新房认购表现：监控认购总量1840套，招商林屿境月销120套 

9月份整体认购总量与8月份相比微降5%，市区认购总量占比82%，认购项目排名TOP15门槛35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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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区+近郊月度认购套数走势 

成交总量 来访总量 
9月 

来访量环比+3%，同比-32% 
成交量环比-5%，同比-51% 

序号 区域 项目名称 认购套数 

1 二七区 招商林屿境 120 

2 高新区 郑轨云麓 59 

3 金水区 越秀天悦江湾 56 

4 中原区 电建中原华曦府 55 

5 中牟 润泓锦园 51 

6 经开区 金沙湖高尔夫观邸 46 

7 中原区 中海时光之境 43 

8 电建泷悦华庭 电建泷悦华庭 42 

9 金水区 美盛教育港湾+中环 42 

10 中原区 华瑞紫韵城 40 

11 金水区 美盛金水印（含二期） 39 

12 二七区 万科都会天际&万科大都会 45 

13 中原区 华润琨瑜府 36 

14 金水区 保利缦城和颂 35 

15 新郑 万科星图 35 

 
2024年9月份大郑州项目认购排名（按照监控套数） 

9月份认购总量：市区1503套（占比82%）、近郊336套 

数据来源：泰辰市场监控中心、实际监控数据 



9 
月 
加 
推 
及 
开 
盘 
表 
现 

类型 时间 区域 项目名称 物业类型 装修情况 推售面积 成交均价（元/㎡ ） 推出套数 销售套数 去化率 

开盘 
2024/
9/13 

经开区 和谐山和府 别墅 毛坯 
上叠176㎡四室、大平层216㎡四
室、下叠190㎡四室、合院330㎡

四室 

上叠2.46-2.75万、大平
层2.2-2.4万、下叠2.8-
3.1万、合院3.5-3.6万 

83 40 48% 

开盘 
2024/
9/20 

金水区 
美盛臻湾一

品 
高层 毛坯 

126㎡三房、142/168/188㎡四
房 

16800-22000 336 23 7% 

开盘 
2024/
9/28 

金水区 
郑轨·经纬归

臻 
高层 毛坯 142㎡四房，114/123㎡三房 18000-19200 132 46 35% 

加推 
2024/
9/27 

二七区 招商林屿境 高层 毛坯 118㎡三房/143㎡四房 
118㎡11200-11800、
143㎡13400-1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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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24.9大郑州住宅开盘推售表现 

总推出（套） 总去化（套） 总推去化率 

9月4个项目开盘加推，共计推出房源647套、去化189套、去化率29%；项目去化分化，招商林屿境项目延续市
场高热度蓄客充足，本月加推延续热销户型118㎡及143 ㎡户型，整体去化率83%，表现较好 

9月郑州市场开盘表现：去化分化，招商林屿境延续开盘热销户型高去化 

数据来源：泰辰市场监控中心、实际监控数据 



2024年9月大郑州住宅项目成交额排行 

排名 项目名称 区域 
成交面积
（万㎡） 

销售金额 
(亿元) 

成交均价 
（元/㎡） 

1 电建中原华曦府 中原区 0.84  1.43 16916 

2 招商林屿境 二七区 1.09  1.29 11846 

3 中海云著湖居 郑东新区 0.30  1.06 35368 

4 绿城湖畔云庐 郑东新区 0.30  0.97 32705 

5 SIC超级总部中心·润府 郑东新区 0.36  0.90 25234 

6 保利缦城和颂 金水区 0.43  0.85 20010 

7 越秀天悦江湾 金水区 0.45 0.77 17650 

8 美盛教育港湾 金水区 0.40 0.76 19000 

9 美盛金水印 金水区 0.33 0.73 22121 

10 万科翠湾中城 惠济区 0.52 0.71 13561 

2024年大郑州累计住宅项目成交额排行 

排名 项目名称 区域 
成交面积
（万㎡） 

销售金额
(亿元) 

成交均价
（元/㎡） 

1 SIC超级总部中心·润府 高铁 4.79 12.15 25365 

2 兰溪府 北龙湖北 4.14 10.92 26377 

3 中海时光之境 碧沙岗 4.80 9.48 19750 

4 中建元熙府 滨河国际新政 6.77 9.12 13471 

5 美盛教育港湾 金水北 4.9 9.03 18429 

6 未来天奕 国贸 2.64 8.70 32955 

7 中海云著湖居 北龙湖北 2.13 8.13 38169 

8 越秀天悦江湾 金水北 4.51 7.96 17650 

9 美盛金水印 金水北 3.94 7.09 17995 

10 郑轨云麓 冉屯路 5.30  6.62  12491 

9月TOP10排名项目来看，电建中原华曦府备案1.43亿元居首，其次招商林屿境备案1.29亿元，中海云著湖居1.06亿元 
1-9月合计住宅项目成交金额排名， SIC超级总部中心·润府累计销售金额12.15亿元居首位，其次兰溪府销售10.92亿元 

9月项目备案排名：改善项目高占比，电建中原华曦府销售1.43亿居首 

数据来源：泰辰市场监控中心、实际监控数据（统计日期截止2024年9月30日） 



国庆郑州市场表现：总成交量接近去年同期，市区升温郊区未变 

 
数据来源 ：泰辰市场监控中心；大郑州监控172个典型项目，其中主城区监控120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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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区近五周周度来访及认购走势 

认购 来访 

同比去年减少4% 

国庆期间（10.1-10.7）大郑州认购总量2091套（其中郑州市区认购1850套），同比基本持平 
市区回升明显，到访成交数据双提高；郊区变化小，多数项目反映平淡，仅个别项目访交有所提升 

时间 
市区 

（主城八区） 
近郊 

（港区、新郑、荥阳、中牟） 

（9.30-10.6）自然周来访总量 21696 2119 

（9.30-10.6）自然周认购总量 1437 193 

（10.1-7）国庆期间来访总量 25869 2418 

（10.1-7）国庆期间认购总量 1850 241 

市区郊区来访成交变化分析 



国庆郑州市场表现：榜单项目成交总量提升，周度销量与月度持平 

 
国庆期间（10.1-10.7）大郑州住宅项目认购排名（按照监控套数） 

序号 区域 项目名称 认购套数（套数） 

1 二七区 招商林屿境 82 

2 金水区 越秀天悦江湾 80 

3 高新区 郑轨云麓 75 

4 中原区 电建中原华曦府 73 

5 惠济区 万科民安雲河锦上 72 

6 中原区 华瑞紫韵城 65 

7 金水区 保利缦城和颂 59 

8 金水区 美盛教育港湾+中环 55 

9 管城区 信达未来公元 53 

10 经开区 电建泷悦华庭 51 

11 管城区 富田九鼎公馆 50 

12 高新区 金桥西棠 47 

13 经开区 金茂越秀未来府 42 

14 中原区 华润琨瑜府 41 

15 金水区 美盛臻湾一品 39 

合计 884 

TOP3门槛75套，TOP10门槛51套，市区个项目销售套数均大幅提高，等同月度销售情况；各房企国庆7天销售情况好于预期，
多数高于同期水平 

典型房企业绩统计 

分类 房企 
2024年国庆期间业绩表现/亿 

（大郑州实际认购口径） 
2023年国庆期间业绩表现/亿 

（大郑州实际认购口径） 

国央企 

电建 3.49 —— 

中海 2.71 1.3 

保利 2.10 2.6 

招商 1.82 —— 

华润 1.43 1.4 

民企 

美盛 2.66 3.0 

万科 2.42 2.3 

越秀 1.78 —— 

 
数据来源 ：泰辰市场监控中心；大郑州监控172个典型项目，其中主城区监控120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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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双节假期郑州市区各区域项目成交T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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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港区 新郑 荥阳 中牟 

2024年双节假期郑州近郊各区域项目成交TOP3 

TOP3单盘：44套 TOP3单盘：53套 TOP3单盘：43套 TOP3单盘：45套 TOP3单盘：65套 TOP3单盘：43套 TOP3单盘：15套 TOP3单盘：58套 

TOP3单盘：2.5套 TOP3单盘：20套 TOP3单盘：16套 TOP3单盘：13套 

假期大郑州各区域成交分化明显，主城整体好于近郊，各区域TOP1销售超50套（东区除外），区域与项目高热 
郊区表现较差，港区未见回升，新郑荥阳中牟个别项目成交提高，其他项目热度较低 

数据来源：泰辰市场监控中心；大郑州范围（包含市区+近郊） 

国庆郑州市场表现：市区郊区分化明显，郊区仅典型项目成交提高   



 宏观政策：本月924国新办会议明确释放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力度；926政治局会议明确要努力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5%左

右），同时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扩内需，明确房地产行业“止跌回稳” ；9月29-30日，四项金融支持陆

续跟进出台，持续利好行业内多个主体；随后一线城市及多省政策密集跟进出台，意在推动地产行业恢复，拉升预期及不断

增强行业信心。预估后市政策持续积极释放，但仍需关注财政政策的力度及投放方向。 

 

 9月市场表现：9月份新房成交延续下行，供大于求，新房供应约39.53万方，环比上涨49%，成交约26.7万㎡ ，环比下降

4%，且价格低位；二手房热度持续降温，量价齐跌；项目销售分化，招商林屿境延续开盘热销户型紧密铺排加推动作，主

打产品高性价，实现高去化，多数项目仍以增加优惠、提高佣金点位、增加经纪人奖励等方式促销售。 

 

 国庆期间市场：政策扭转预期，多地楼市被激活，国庆表现火热，整体访交回升明显；郑州客户受一线城市情绪传递、股市情

绪传递影响，心态有所恢复，观望氛围仍浓；从数据端分析，大郑州认购总量接近23年国庆期间水平，相比9月周均表现市场销量

大幅提升，但整体转化难度高于去年国庆。项目来看，销售量提升明显，TOP3门槛75套，TOP10门槛51套，远超预期。 

小  结 

 市场预判及营销建议：政策积极，效果预计分化；新政落地，市场存在机会窗口，建议营销政策灵活组合促进

销售，紧抓十月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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