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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2024年3季报——

本轮首提“止跌回稳”，近期高线城市交易活跃



2

• 报告期：八九月市场整体
走弱，924后高线城市交
易情绪激活，但城市表现
仍有分化

• 展望：关注成交热度的持
续性，预计全年销售同比
降幅相对前三季度将明显
收窄

• 报告期：拿地投资持续疲
软，房企资金面依旧承压
展望：全年开发投资或将
持续承压，全年同比或与
前两年相当。后续关注城
中村货币化安置的政策迭
代和落地情况，或是影响
明年地产投资增长的主要
变量

• 报告期：中央层面本轮首
提“止跌回稳”，明确提
出了对政策效果的要求。
央行、发改、财政、住建
等围绕增量政策落地出台
优化政策

• 展望：预计后续政策应该
会更加积极给力，关注四
季度增量政策的落地力度



房地产主要指标趋势回顾展望

数据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注：除※标注外，均为年度累计同比数据

房地产三季度的市场整体表现为冲高回落。517政策推动市场的边际改善，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单月同比缓慢修复，
二手房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然而8月、9月市场效果逐渐消退，表现为重点城市新房高频数据持续同/环比弱势而二手房销量未能
延续边际好转趋势出现环比下降，同时新房、二手房房价加速下跌，尤其是一线城市，二手房环比跌幅超过1%，且土地市场、开
发投资仍呈现大幅下跌的趋势。

因此，我们看到9月末政策开启了进一步升级，中央层面本轮首提“止跌回稳”，释放强烈信号。央行、发改、财政、住建四
场发布会亦展现出诚意，围绕增量政策落地出台优化政策。我们认为四季度是房地产本轮政策和市场的关键阶段，预计后续政策
应该会更加积极给力，并且随着房价的寻底叠加利率的下行，政策对市场的托举效果或迎来边际改善。但仍需关注后续增量政策
落地力度和924以来销售回升的持续性。

类别
2023 2023 2023 2023 2024 2024 2024 2024M9

近期趋势
Q1 Q2 Q3 Q4 Q1 Q2 Q3 单月※

政策环境

总体基调 政策持续宽松

924政策组合拳围绕“止跌回
稳”目标

需求端 　 　
831加码 一
线城市

　
5年期LPR下
调25bp

517新政 924政策组合
拳 　

供给端 　 　 　
中央金融工
作会议

城市融资协
调机制

　
城中村货币
化安置，
专项债收储 　

销售市场

商品房销售面积 -1.80% -5.30% -7.50% -8.50% -19.40% -19.00% -17.10% -11.00% 517政策刺激下销售市场边际
弱修复商品房销售额 4.10% 1.10% -4.60% -6.50% -27.60% -25.00% -22.70% -16.30%

70大中城市房价-新
房环比※

0.70% 0.30% -0.80% -1.20% -1.10% -2.00% -0.70% -0.70%
房价在8、9月继续探底，一线
城市二手房加速下跌70大中城市房价-二

手环比※
0.10% -0.60% -1.50% -2.20% -1.80% -2.80% -0.90% -0.90%

土地市场
土地成交建面 -22.80% -24.00% -25.80% -18.20% -15.90% -25.20% -23.60% -6.20%

成交量、价仍处于低位
土地出让金 -15.50% -21.80% -25.00% -16.10% -9.10% -35.60% -46.60% -29.10%

开发投资

新开工面积 -19.20% -24.30% -23.40% -20.40% -27.80% -23.70% -22.20% -19.90%
新开工低位运行，施工、竣工
持续走弱

竣工面积 14.70% 19.00% 19.80% 17.00% -20.70% -21.80% -24.40% -31.40%
施工面积 -5.20% -6.60% -7.10% -7.20% -11.10% -12.00% -12.20% -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5.80% -7.90% -9.10% -9.60% -9.50% -10.10% -10.10% -9.40% 跌幅仍较大

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 -9.00% -9.80% -13.50% -13.60% -26.00% -22.60% -20.00% -18.40%
各项资金来源同比降幅略有收
敛，其中销售资金降幅仍大



政策： 9 2 4 以来一揽子增量政
策支持房地产“止跌回稳”



 总体基调：首提“止跌回稳”，924以来更加聚焦政策效果

• 关注两个增量政策：一项新出台（本轮首提用货币化安置，支持城中村、危旧房改造）、一项新优化（继517再贷款收储商品房后，
探索专项债收储土地和商品房）

• 常规工具箱延续或深化：需求端，降存量房贷利率、降首付比例、取消限购、限售、普通/非普住宅标准，降税费等；房企端，
“白名单”项目资金从当前2.23万亿增加到4万亿，金融16条和经营性物业贷款政策的延期。

• 关键在于落地机制迭代：当前落地仍然存在堵点。无论是“政府收储”还是“城中村改造”，其中的再贷款或专项债的使用，均
对项目经济性及资金平衡有要求，但在房价预期不稳甚至下行的趋势之下，项目的初始交易/投入成本将被显著压低，导致房企、
开发商参与意愿较弱，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未来政策执行或需超脱于单项目的经济账，进一步平衡各方利益，并引入一定项目补
贴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精细化控制，实现政策提质增效。

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
“止跌回稳”

①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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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要回应群众关切，调整住

房限购政策，降低存量房贷

利率，抓紧完善土地、财税、

金融等政策，推动构建房地

产发展新模式。

发改委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①采取系统性综合措施，对
商品房建设严控增量优化存
量、提高质量，加大“白名
单”项目贷款投放力度，运
用专项债等支持盘活存量闲
置土地，调整住房限购政策，
加快消化存量商品房，降低
存量房贷利率，抓紧完善土
地、财税、金融等政策的发
行工作；②加大中央预算内
投资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城中村改造、危旧住房改造
等城市更新项目的支持力度
研究将老旧街区(老旧厂区)
改造等有一定收益的城市更
新项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
支持范围。

财政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专项债支持地产

①允许专项债用于土地储备；

②专项债及保障性安居工程

补助资金支持收储作保障房；

③研究明确与取消普宅和非

普宅标准相衔接的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政策，进一步研

究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

2024.9.26 2024.10.8 2024.10.12

  央行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金融支持最大化

①存量贷款利率预计下调

50bp; 
②二套首付由 2 5 %下调至

15%，与首套统一；

③保障房再贷款央行资金支

持比例由60%提高至100%；

④研究允许政策性银行、商

业银行支持有条件企业市场

化收购房企土地; 
⑤延长金融16条和经营性物

业贷款政策有效期至26年底。

2024.9.24
1 2 3 4

住建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城中村货币化安置

①两个增加：通过货币化安

置方式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

村改造、危旧房改造 ；年底

前融资白名单项目规模从当

前2.23万亿增加到4万亿；

②四个取消：取消限购、取

消限售、取消限价、取消普

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

③四个降低：降低住房公积

金贷款利率、住房贷款首付

比例、存量贷款利率和换购

住房的税费负担。

2024.10.17
5



数据来源：贝壳研究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百城首套、二套房新增利率情况

• 取消房贷利率下限后加点下调幅度已较大，后续或主要跟随LPR调降而变动。根据贝壳研究院统计，2024年9月百城首套、二套房
利率分别为3.29%、3.70%，分别是LPR-54BP、LPR-15BP。预计后续加点下调的幅度相对有限，房贷利率的下调将更多跟随LPR的
变动。10月20日，5年期LPR即2月之后再次大幅下调25BP，将带动新增首套、二套房贷利率调至3.04%、3.60%。

• 10月LPR调整后，重点50城中约有40%城市首套房房贷步入“2”字头。城市中房贷利率最低降至2.75%，包括一线城市广州、二线
城市南京、苏州。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首套房贷利率将降至3.15%。此外，南京、绍兴、徐州二套房贷利率大概率也将调
降至3%以下。

 按揭利率：加点下调幅度已较大，后续利率调降以LPR变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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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城施策：一线城市接力加码，广州成为首个完全放开限购的一线城市

资料来源：地方政府网站，招商银行研究院；

•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传达楼市“止跌回稳”目标。随后，一线城市迅速响应，推出了包括放宽购房限制和降低首付比例在
内的多项政策措施。调整后的一线城市的政策强度为2012年限购政策推出以来最宽松时点，政策宽松幅度超过2014-2015年周期。
其中广州的政策力度最大，成为首个完全放开限购的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针对性优化调整住房限购、首付比例等政策，
其中深圳调整力度更强，北京、上海调整幅度略低，保留了进一步放松的政策空间。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929政策前 929政策后 929政策前 929政策后 929政策前 929政策后 929政策前 929政策后

首付比例

首套 20% 15% 20% 15% 15% 15% 20% 15%

二套 35%（五环内30%） 20%
核心区35%；临港、嘉
定、青浦、松江、奉
贤、宝山、金山30%

核心区25%；临港、嘉定、
青浦、松江、奉贤、宝山、
金山20%

20% 20% 30%
20%(深汕合作区
15%)

限购

本地限购

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含驻京部队现
役军人和现役武警家庭、持有有
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家庭)，
已在京拥有2套住房的，可以再在
五环外新购买1套商品房
本市户籍成年单身人士，已在京
调有1套住房的。可以再在五环外
新购买1套

暂未变化
单身限1；家庭限2；
多于女家庭限3；

单身限1；家庭限2；多于
女家庭限3；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可增购1套

120m' 以上无限
制单身限1；家

庭限2

无限制

单身限1；家庭
限2；多子女家
庭限3(外围增

购1套)

单身限1；家庭限
2；多子女家庭限
3(外围增购1套)；
外围增购1套

外地限购
已在京拥有1套住房的。可以再在
五环外新购买1套商品住房

暂未变化

单身外环外限1(除崇
明)；单身全市二手房
限1；家庭限1；多于
女家庭限2；

单身外环外限1(除崇明)；
单身全市二手房限1；家
庭限1；多于女家庭限2；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可增购
1套

120m' 以上无限
制单身限1；家

庭限2

单身限1家庭限
1

单身限1；家庭限
1；多子女家庭限
2

社保/个税
年限

非本地户籍 5年 3年(五环外2年)
核心区3年；新城以及
南北转型等重点区域2
年；临港1年

持《上海市居住证》且积
分达标、缴纳满3年及以
上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可享受本地户籍购房待遇
（核心区3年；外环外1年）

限购区6个月非
限购区不限制
120m'以上无限

制

核心区3年；外
围1年

核心区1年;外围
取消社保/个税年
限要求

增值税免征年限 - 5年 2年 - 5年 2年



贷款：城市协调机制缓解融资堵点，房企贷款余额增速持续回升

数据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及同比增速

• Q3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依然承压，四季度压力或将有所缓解。2024年9月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37.65万亿，较2季度末下降2227亿
元，较年初下降6168亿元。受新房销售低迷及“提前还贷”因素影响，住房贷款余额仍然承压。展望来看，受9月末一系列政策
措施的影响，10月房地产销售边际改善。同时，随着10月25日起居民存量房贷利率统一下调至LPR-30BP，或将缓解“提前还贷”
现象，进而减缓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下降速度。

• 城市房地产协调机制推进缓解房企融资堵点，并已取得可见的融资效果，后续或将进一步发挥作用。2024年9月末，投向房地产
业贷款余额为15.92万亿，较2季度末增加663亿元，较年初增加8827亿元。自2024年1月房地产项目“白名单”融资机制建立起，
已实质推进缓解房企融资堵点，截至10月16日，审批贷款金额近2.23万亿元。10月17日，住建部提出年底前将融资“白名单”
项目规模增加至4万亿，持续在贷款端助力房企融资。

投向房地产业贷款余额及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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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亿元 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增速-右轴
境内贷款同比增速-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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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八九月市场整体走弱，
9 2 4后高线城市交易情绪激活



 全国销售：517新政带动销售缓慢修复，后续预计924政策效果更为明显

数据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注：2023.3月后口径有调整。根据统计说明，统计局对毁约退房的商品房销售数据进行了修订，对统计执法检查组发现的问题数据，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改正，剔除非房地

产开发项目投资以及具有抵押性质的销售数据。因而报告期数据与上年已公布的同期数据之间存在不可比因素。因此累计同比使用统计局披露数据，单月同比使用计算调整后的数据。

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及同比增速商品房单月销售面积及同比增速

• 销售端低位缓慢回升，但市场景气仍在低位。在517政策带动下，销售累计降幅自6月起缓慢修复。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9月
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销售面积同比分别为-22.7%、-17.1%，累计降幅较6月底收窄1.9pct、0.6pct。9月单月销售面积同比为-
11.0%，较1-5月接近20%的单月降幅明显收敛。不过当前市场仍在低位，在去年低基数的情况下仍然接近20%的降幅，9月国房景气
指数为92.41，虽较4月低位的91.85边际改善，但景气程度仍弱于2008年、2014-2015年周期底部。924以来一揽子政策释放了强力
信号，更加聚焦“止跌回稳”的政策目标。国庆期间，政策效果初显，高能级城市销售边际改善，或将带动四季度销售增速持续
修复。

• 展望四季度，考虑到政策目标“止跌回稳”更为追求效果，且924后一揽子增量政策激活了新房和二手房市场情绪，预计四季度新
房销售量有望回升，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继续收窄，或处于-12%~-15%之间（暂维持我们中期展望的判断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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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值 累计同比：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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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单月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单月同比：右轴



重点城市高频跟踪：10月新房成交创下半年新高，二手房有一定修复

数据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注：最新月份月度值为估算值

二手商品房月度销售面积-14个重点城市分能级：万平新建商品房月度销售面积-30大中城市分能级：万平

• 924一揽子增量政策提升市场热度,改变了8.9以来的市场弱势局面。

• 8、9月份房地产市场走弱较为明显。新房方面，8月份30大中城市新房销售面积同/环比分别为-24%、-10%，9月份作为房地产
“金九银十”传统旺季，新房销售量环比8月反而有所下降，同/环比分别为-32%、-4%；8、9月二手房方面，销量未能延续边际
好转趋势出现环比下降，14个重点城市二手房销售面积环比为-14%、-7%。

• 10月1-20日新房签面积同比降幅收窄明显，考虑到国庆假期销售将在10月中下旬释放，全月新房网签面积约900万平左右，大致
回升至年内较高水平。二手房签面积环比转正，预计10月全月约750~800万平，可部分修复前两月下跌缺口。但需注意的是，近
期市场热度回升，主要体现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能级市场分化明显。



 重点城市高频跟踪-新房： 924后广州\厦门\东莞旬度数据年内新高

重点城市新建商品房月度成交面积:万方• 一线城市整体好于其他：今年
以来虽也有一定走弱，但总体
稳定。924以来，一线新房的
修复力度也明显更强，修复力
度广州>深圳=北京>上海。

• 二线城市个别表现较优：今年
以来成都、武汉、杭州等重点
二线城市虽也有一定走弱，但
在年中6、7月新房成交量是有
所表现的；在8、9月有所走弱
后，924以后市场虽没有创年
内新高但也有一定修复。 924
以后新房网签面积创年内新高
的城市有厦门、东莞。

• 注：考虑到认购到网签有1-3
周时间，国庆销售数据可能才
部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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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注：最新月份月度值为估算值



 重点城市高频跟踪-二手房：924后深圳\北京\厦门\青岛旬度数据年内新高

重点城市二手房月度成交面积：万方• 一线城市二手房：深圳二手房
成交量表现优于其他，近一年
基本成边际上升趋势。主要原
因是深圳“以价换量”最为明
显，是一线城市中房价下调较
大的。924政策后，一线城市
的网签数据在10月中旬日均创
年内新高，其中深圳达到近三
年新高。

• 二线城市二手房： 924政策后，
厦门、青岛等10月中旬日均年
内新高。今年以来二手房表现
较高的城市有成都、青岛。

• 注：考虑到认购到网签有1-3
周时间，国庆销售数据可能才
部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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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注：最新月份月度值为估算值



 房价：一二线房价在8.9月再次加速探底

数据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70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单月同比 

70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单月环比 70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单月环比 

70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单月同比 70大中城市新建、二手住宅价格单月同比 

70大中城市新建、二手住宅价格单月环比

• 9月全国房价仍在探底，70大中城市房价跌幅走阔。9月70大中城市新建、二手房同比跌幅进一步走阔，分别为-6.1%、-9.0%（前值
-5.7%、-8.6%），处于本轮下跌周期低位。环比跌幅与上月持平，分别为-0.7%、-0.9%，也处于历史较低水平。70大中城市中仅上
海新房环比上涨，南京、徐州持平，其余城市均为下跌，此外所有城市的二手房均处于下跌状态。

• Q3一线城市二手房房价呈现加速下跌态势。Q3一线城市二手房房价同比、环比跌幅逐步扩大，至9月跌幅分别为-10.7%、 -1.2%，
在各城市等级中跌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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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价：9月大部分一线、二线城市二手房房价降幅扩大

数据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 房价下降的节奏基本与成交量
走弱和政策升级时点对应：今
年的4、5月和8、9月是房价降
幅扩大的两个时间段，分别对
应了5月和9月房地产重磅政策
的出台。

• 近一年来重点城市房价表现：

• 四大一线城市:先降、再分化。
大致在2023.10-11月开始出现
环比降幅扩大，但今年以来表
现分化，北京、上海二手房价
降幅收窄较为明显（6月由负
转正），而广州、深圳降幅仍
然偏大。但四大一线城市在8、
9月环比降幅均边际扩大。

• 重点二线城市：后降、有加速
态势。海西区域、山东区域以
及武汉、长沙、成都等在
2024Q2开始降幅扩大尤为明显。
但有一定“以价换量”表现。

21个一二线重点城市二手住宅价格单月环比 



开发：拿地投资持续疲软，
房企资金面依旧承压



 土地市场：供求两端缩量延续，土地成交集中优质版块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 Q3土地成交市场延续低温运行。根据中指院数据，2024年1-9月全国商住土地成交建面、土地出让金累计同比分别为-23.6%、-
46.4%（ 2024年1-6月为-25.2%、-35.6%），成交建面相较Q2降幅微幅收缩，土地出让金降幅进一步扩大。9月单月同比分别为-
6.2%、-29.1%, 相较2、3季度其他月份，降幅显著收窄。但整体看，当前政府推地、房企拿地的信心仍然不足。2024Q3全国商住
用地供应面积降幅也超三成，同时在销售尚未趋势性恢复，资金面偏紧的情况下房企拿地仍较为谨慎。

• Q3虽针对土拍规则进一步优化，但房企拿地仍聚焦优质城市优质版块。一方面，多个城市取消土拍地价上限，目前除北京、深圳
部分地区，其余地块均不限制最高土拍价格。另一方面，多地调整容积率计算方式，提高实际得房率。但房企拿地仍聚焦在上海、
杭州的优质版块，及成都、合肥、南京部分地块。根据中指院数据，2024年1-9月，22城住宅用地溢价成交占比为28.3%，较去年
同期回落12.4%。

• 展望来看，通过回收闲置土地方式帮助房企改善土储的政策，可以部分解决土地库存问题。但在销售市场未趋势性恢复，全国商
品房库存偏高的情况下，全国土地市场或将维持低位运行。

土地溢价率与流拍率全国商住土地成交建筑面积及同比 全国商住土地出让金及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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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60%

-40%

-20%

0%

20%

40%

6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20
20

-0
1

20
20

-0
4

20
20

-0
7

20
20

-1
0

20
21

-0
1

20
21

-0
4

20
21

-0
7

20
21

-1
0

20
22

-0
1

20
22

-0
4

20
22

-0
7

20
22

-1
0

20
23

-0
1

20
23

-0
4

20
23

-0
7

20
23

-1
0

20
24

-0
1

20
24

-0
4

20
24

-0
7

土地出让金(亿元) 单月同比-右轴 累计同比-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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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溢价率 流拍率-右轴



 新开工、竣工、施工：Q3新开工降幅收窄竣工降幅扩大，但降幅均依然显著
18

数据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注1：21年为两年平均增速；注2：据统计局说明，披露数据存在统计口径调整与数据修订，报告期数据与上年已公布的同期数据之间存在不可比因素，因此累计同比使

用统计局披露数据，单月同比使用计算调整后的数据。

• 新开工降幅虽逐步收窄，但仍呈现双位数负增长。2024年1-9月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22.2%，较6月末收窄1.5pct。新开工虽有
所修复，但仍呈现双位数下跌。我们认为，在土地成交规模大幅下滑、房企资金紧张、销售尚处低位的情况下，新开工大概率延
续下行态势。

• 竣工降幅持续扩大，政策若落地效果加快或有望带动竣工交付节奏。2024年1-9月竣工面积累计同比-24.4%，较6月末扩大2.6个
百分点。10月17日，住建部国新办会议提出，年底前“白名单”项目信贷规模将增加到4万亿，若“保交楼”政策落地实施加快，
或有望带动竣工有所修复。

• 施工端降幅维持低位。2024年1-9月施工面积累计同比为-12.2%，较6月末扩大0.2个百分点。展望来看，当前房企施工能力及施
工意愿均不足，且新开工连续大幅下滑，今年施工端仍将持续承压。

新开工、竣工、施工面积累计同比 新开工、竣工面积单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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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施工面积:累计同比 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

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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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工面积：单月同比 竣工面积：单月同比



 投资：Q3变动不大，整体投资仍然低迷

土地投资、建安投资累计同比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累计值及同比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单月值及同比增速

• 单月投资降幅虽收窄，但投资依旧低迷。根据统计局数据，2024年9月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单月同比为-9.4%，相较此前单月双位数
的跌幅有所收敛。但从绝对值来看，9月投资额仍处于2014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水平。此外，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仍然在-10%以
下。分项来看，2024年1-9月土地购置费、建安投资累计同比分别为-6.9%、-10.9%,相较6月末,土地购置费累计同比下滑0.8pct，
建安投资收敛0.4pct。

• 展望来看，2024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整体仍偏弱，下行幅度大概率在-10%左右。房地产开发投资仍然受到土地市场及施工建安低迷
的制约。受销售低迷、房企资金紧张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房企拿地、施工的热情及能力不足。考虑到9月末的系列重磅政策对市场
信心有所提振，且房企融资“白名单”项目规模增加至4万亿直接对房企资金形成支撑，大概率四季度数据将边际改善。但考虑到
投资端修复相对滞后，对投资的带动作用仍待观察，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整体仍偏弱。

数据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注1：21年为两年平均增速。注2：据统计局说明，披露数据存在统计口径调整与数据修订，报告期数据与上年已公布的同期数据之间存在不可比因素，因此累计同比使用统

计局披露数据，单月同比使用计算调整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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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单月值：亿元 单月同比：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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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值：亿元 累计同比：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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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购置费:累计同比 建安投资:累计同比



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情况

 房企到位资金：尽管到位资金的同比降幅有所收窄，但资金面仍面临压力

• 房企到位资金依然承压，政策释放积极信号。2024年1-9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累计同比为-20.0%，降幅较6月末收窄2.6pct。
其中9月单月房企到位资金同比下降18.4，降幅较8月扩大7.8pct。行业资金面仍然承受一定压力，四季度房企资金面压力有望缓
解。一方面，受“止跌回稳”政策组合拳带动，10月销售大概率有所改善，带动销售回款修复；另一方面，房企“白名单”项目
规模有望增加到4万亿，房企融资环境也有望改善。

• 分渠道看，销售回款仍是主要拖累项。2024年1-9月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累计同比分别为-6.2%、
-9.1%、-29.8%、-34.9%。销售回款资金较6月末有所改善但仍呈现较大降幅，房企资金较6月末变动不大。

数据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注1：21年为两年平均增速。注2：据统计局说明，披露数据存在统计口径调整与数据修订，报告期数据与上年已公布的同期数据之间存在不可比因素，因此累计同比使用统计

局披露数据，单月同比使用计算调整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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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贷款：累计同比 自筹资金:累计同比 定金及预收款:累计同比 个人按揭贷款:累计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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