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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认为， 调整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的首付比

例，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成本加大，将会考验着购房人经济

实力， 对抑制现阶段快速增长的非理性购房需求有着强

而有力的打压作用。政策出台后，多数购房人将会产生观

望情绪，需求有所降低后，开发商和二手房业主将会回归

理性卖房，对于平抑房价将会起到较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提高到50%， 贷款利率上浮

至1.1倍，对贷款炒房人群形成有利打击，不过同时对有着

强烈置业升级需求的自住人群来说， 也有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响，有可能会致使这部分人群暂缓购房需求。

【业内观点】

业内人士认为， 不管各家银行如何制定界定二套

房的标准，一个既成事实是，二套房的界定必将越来越

严格。而二套房界定越来越严格，其对投资炒房的遏制

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而对银行来说， 二套房贷新政应该分两面看。5成

首付肯定会抑制部分投机性需求， 房贷增量将受到一

定影响；但1.1倍利率也意味着个人房贷业务的利润空

间可以得到保证。 ■记者 唐琨

房产新政五大“悬疑”

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对购买首套

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 贷款首

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

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 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

利率的1.1倍；对贷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大幅度提

高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

首套房小于90㎡还能两成否？ 头两套房的房贷利率

分别是多少？

早在3月初，一向被政策鼓励和支持的首套购房也开

始抬高贷款门槛， 国内多地多家银行就将首套房首付比

例由原来的不低于二成提高为最低三成， 利率折扣在8.5

折至基准利率之间。

当时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将首套房首付比例与房贷

利率优惠挂钩，首付比例越高，利率优惠幅度越高，但一

般最多也只能享受8折或者8.5折的优惠。比如其中一家银

行规定，首付三成可享房贷利率8.5折优惠，首付四成可享

受8折优惠。

而从长沙当前的首套房贷执行情况来看， 除了建行

在等总行细则，仍按照以前的房贷政策执行之外，其他银

行几乎都已经开始执行新的房贷政策了。

普通住房光大、中国银行、工商银行首套房首付仍可

两成。在细则方面，各个银行的执行情况又不尽相同。光

大银行首套房为144㎡以下的普通住宅首付可以两成，以

上三成，利率8.5折，二套房首付5成，执行1.1倍利率；中国

银行首套房90㎡以下可享受两成首付， 利率8.5折；90㎡

以上首付必须三成，利率也是8.5折；工商银行90㎡以下

首付两成，利率8折以上，90㎡以上首付三成，利率1.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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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 贷款首付款比例不

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对贷

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 大幅度提高首付款比例

和利率水平。

【悬疑】

目前各种关于“二套房” 界定的标准不一，“二套

房”到底以贷款记录为标准，还是以房屋套数为标准？

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单位？

【背景】

二套房等多套房界定标准， 向来是房产新政的模

糊地带。

新华社最新报道称银监会相关领导表示“以房为

限，以家庭为单位”可能会是将出台的二套房认定标准

相关规定的基本原则。 二套房相关规定也将会充分考

虑首套自住房和改善性用房的合理需求。

【本地实况】

当前长沙各银行界定二套房的标准基本都以家庭

为单位，但也都有所不同。交通银行界定二套房的标准

比较宽松，购房者只要之前没有按揭贷款买房、或者是

以前有过按揭贷款买房，但现在贷款已经还清，再购买

住房就都不算二套房， 而过去首套房按揭还没有还清

的，就界定为二套房；工商银行、光大银行、中国银行等

银行界定二套房的标准相对来说就严格一些， 只要有

过一次按揭贷款买房记录的，当前买房就算二套房；而

建设银行仍然在等总行的细则。

“悬疑”一：

首付成数以及利率政策

如何执行？

“悬疑”二：

“二套房”标准如何界定

编者按

被誉为史上最严厉调控

政策的“新国十条 ”出台后，

引起了楼市不小震荡，长沙一

些银行已经开始调整房贷政

策，市场陷入观望，据调查显

示，超过七成网民在新政出

台后，选择不买房子。

虽然政策力度空前，但

真正执行起来还有很多问

题需要解决。如政策中所指

的二、 三套房怎么界定，有

些城市三套房首付、利率要

大幅提高到什么程度，这些

需要进一步出台细则。而在

执行过程中， 如何既避免

“重拳打在棉花上” 的尴尬

重演，又避免“一刀切”的错

伤无辜，我们亟待更具科学

性的调控细则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