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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经济驱动 2022北京消费加速度 “两个奥运 同样精彩”

冬残奥会城市景观转换工作有序开展

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

以来，“房住不炒”已经成为

社会共识。在2月24日国新

办召开的“推动住房和城乡

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发布会

上，住建部明确表态，2022

年调控政策还将毫不动摇

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

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

的工具和手段，加强预期引

导，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

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在

业内看来，住建部的最新表

态坚定了市场调控的方向，

未来房地产市场或将更加

趋稳，“大起大落”的情况或

将最大程度避免。

四方面保证“房住不炒”

“房住不炒”定位之下，新一年度调控政

策将采取哪些举措来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发展和运行，是公众的关注焦点所在。对此，

住建部指出：一是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二是增强调控政策的协调性和精准

性，三是坚决有力处置个别房地产企业因债

务违约所引发的房地产项目逾期交付风险，

四是持续整治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具体来看，在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方面，住建部表态，要继续稳妥实施房

地产长效机制，把城市的主体责任和省级政

府的监督责任落实好，保障刚性住房需求，满

足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继续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

在增强调控政策的协调性和精准性方

面，住建部提及，要重点做到三个“加强”：一

是加强土地、金融和市场监管等政策的协同，

二是加强部、省、市的调控联动，三是加强对

城市“一城一策”政策的指导和监督。

在“防风险”方面，坚决有力处置个别房

地产企业因债务违约所引发的房地产项目逾

期交付风险，再被住建部重点提及。根据介

绍，这项工作是以“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

为首要目标，以法治化、市场化为原则，压实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属地政府管理责任，维护

社会稳定，维护购房群众合法权益。

谈及“持续整治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表示，去年住建

部会同7个部门联合开展了房地产市场三年整

治行动，2021年的整治情况将适时发布。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完善市场监管新

机制，大力整治房地产开发、交易、租赁、物业

服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把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切实维护好。”倪虹介绍道。

满足合理改善性需求

值得关注的，在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方面，“保障刚性住房需求，满足合

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这一表述，也被视为政

策新亮点被业内聚焦。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霄

表示，本次发布会提出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并且强调政策的精准性和协调性，是

对因城施策的进一步精化细化。会议再次强

调了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表

明“良性循环”将作为2022年房地产调控的关

键词存在。

在陈霄看来，不同于以往会议中“满足合

理的住房需求”的表述，本次发布会在提出

“保障住房刚需”的同时，还专门提及满足合

理的改善性需求，这是比较罕见的。自去年以

来行业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这样的表述

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释放了正向的政策信

号，对于提振市场信心，改善购房者观望情绪

有着积极作用。

“大起大落”将避免

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深度

调整与多重政策叠加密切相关。在业内看来，

今年强调政策的协调性和精准性，加强土地、

金融和市场监管的协同，可以理解为住建部、

央行、银保监会、自然资源部等各部委之间的

政策将协同推进，避免政策多重叠加导致行

业出现较大波动。

对于接下来的房地产市场走势，包括陈

霄在内的多位行业人士分析认为，不会出现

明显的“大起大落”。

“近期市场信贷环境宽松，部分城市也出

台降低首付比例、鼓励人才购房等支持性政

策，这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但要谨防对政策

过度解读和渲染，引起市场预期不稳。”在贝

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看来，此次

住建部的官方表态，坚定了市场调控的方向。

在许小乐看来，一方面强调政策的连续

性和平稳性，意在强调要保障市场的平稳修

复状态，调控政策要把握好度，稳市场的同时

要谨慎过度宽松，避免市场出现去年“大起大

落”的情况。另一方面，强调政策的协调性和

精准性，后期地方调控政策的精细程度会更

高，可能会出现“一区一策”或者“一县一策”。

此外，许小乐补充指出，调控政策在保障

刚需、满足合理改善性需求的同时也会更加

注重与防止投资炒房行为之间的平衡，防止

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出现大幅加杠杆的行为。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荣蕾

街头景观小品换上冬

残奥会会徽，主题花坛摆放

13.8万株早春耐寒花卉，就

连28处灯光秀都将改为播

放冬残奥会内容。近日，北

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冬奥会

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

公室获悉，天安门广场“精

彩冬奥”主题花坛中国结南

北两面已更换上冬残奥会

会徽，由冬奥会向冬残奥会

城市景观布置的转换工作

正在全市范围内如火如荼

地进行，2月28日24时前景

观布置将全部转换到位。据

了解，冬奥城市景观布置将

保留至3月20日。

北京商报记者

张笑嫣/文并摄

提前3月启动

活动贯穿全年

紧抓冬奥机遇，2022北京消费季提前

登场。今年，北京将在3月1日正式启动新

一轮北京消费季促消费活动，相比前两届

活动提前了3个月。

据北京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

文杰介绍，北京将紧紧围绕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的主线，立足八大活动板块，举

办24项标志性重点活动，加强商旅文体融

合互动、线上线下联合共振，力争“周周有

活动、月月有亮点、季季都精彩”。

以北京首发节为例，活动将在SKP、

国贸商城、三里屯太古里等全市重点时尚

品牌聚集商圈打造新品发布主题秀场。小

米、中国黄金、英菲尼迪、比亚迪等百余品

牌将在京举办新品发布活动。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苏宁时尚百货

联合20余个运动品牌，落地通州和石景山

万达广场，推出安踏品牌联名款、首发限

量款服饰鞋帽，如谷爱凌同款羽绒服、运

动员领奖服等系列服装。

同时，今年北京消费季也更加注重即

时配送，线上活动也在开展中。其中，消费

者可通过家乐福小程序、美团、饿了么等

第三方平台扫码下单，3公里1小时达。

“新国潮”俨然成为当下消费端的常

态。在此背景下，北京将推出“国潮新消费

品牌成长计划”。该计划主要围绕创建北

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助力新消费品牌茁

壮成长。其主要内容有新消费品牌活力榜

征集、老字号对话新品牌以及国潮京品新

消费榜单的最终发布。

借势冬奥机遇

挖掘“金色”冰雪

北京冬奥会让我国冰雪经济步入新

阶段，也让巨量商机外溢。2022北京消费

季的炫彩北京板块将开展北京体育消费

节、北京冰雪消费节等活动。

郭文杰指出，北京冰雪消费节将紧抓

北京冬奥会和后冬奥时代机遇，组织全市

重点商圈和100余个冰雪场馆发布冰雪消

费地图，开展云探冰雪场地、冰雪项目展

示、冰雪体验系列活动，隆福文化中心、熙

悦天街、喜隆多购物中心等多个商场举办

冰雪主题艺术展。平谷区将继续举办渔阳

国际冰雪季、大众高山滑雪比赛等10项特

色活动。

随着市场进一步被激活，冰雪经济将

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

《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显

示，2025年我国冰雪产业总规模将达到1万

亿元，届时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按

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测算，2021-2022

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将带动冰雪特色

小镇、冰雪文创、冰雪运动、度假地产等相关

产业的产值达到2.92万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表示，整个

行业将促进体育产业与户外旅游融合，把

户外运动、户外体育产业加入到现有体育

产业中去，改变当下大部分人听到体育锻

炼就只认为是在健身房内的有氧运动的

固有想法。户外体育、户外旅游与户外休

闲相结合，也是可以作为未来产业发展重

点的。

支持政策助推

市场注入新动能

对于消费而言，受需求驱动，市场从

渠道到品牌等多个领域，都能看到政策的

推手。郭文杰指出，北京市商务局会同相

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多项支持政策，进一步

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和创新性，优化消费

体验、丰富消费供给，加快推进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

比如，北京即将出台首店3.0版措施。

据悉，新的首店政策将从建立品牌首店首

发服务体系、支持品牌首店落地发展、打

造全球品牌首发首秀展示平台、支持商业

品牌总部发展等4个方面，大力发展首店

首发经济，加大国际品牌引进和本土品牌

培育力度，着力将北京打造成国内外知名

品牌集聚地和原创品牌孵化地。

财经专栏作家李庚南指出，促进消费

增长需创新思维，培育和拓展消费新的增

长点。其中，落脚点在于新型消费。尤其在

疫情防控的形势下，新型消费将成为消费

增长的新引擎。促进新型消费增长更要考

量居民的消费能力如何跟上，如何让居民

消费而无忧，不断优化消费环境。

北京商报记者王维祎

八大活动板块、24个全市性标志活动、40多个汽车品牌、300余场老字号活动、上千家餐饮门店……一个个数

字标志着2022年北京消费按下“加速键”。2月24日，北京商报记者从2022北京消费季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贯穿

全年的促消费活动“北京消费季”将于3月1日启动。同时，北京市还将出台措施，鼓励商业企业创新活动形式参与

到消费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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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成交量保持正增长

2021年70个大中城市

一手房和二手房销售价格分别上涨了2% 和1%

涨幅比2020年回落了1了7和1了1个百分点

房价涨幅有所回落

2021年全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达到了1了了6了亿平方米

同比增长了1了1%

2021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达到了1了了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了了%

住宅投资同比增长6了了%

比固定资产投资高了1了了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
保持了正增长

去化周期
还处在合理区间
2021年底的去化周期水平

是1了了1个月

处在合理区间

2021年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

2022年调控举措

保证调控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
荩荩

增强调控政策的

协调性和精准性
荩荩

坚决有力处置个别

企业项目逾期交付风险
荩荩

持续加强对房地产市场

秩序的整治与规范
荩荩

商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