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促进黄冈市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

黄建发〔2022〕22 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结合市区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稳预期方面

（一）加大融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应支持房地产企业合理信贷需求，不盲目抽贷、

断贷、压贷。鼓励房地产企业及时调整经营战略，与实力雄厚的房地产企业合作开发项目，

主动适配信贷政策。建立银企对接机制，盘活企业存量资产，为项目贷款展期或新增开发

贷款创造条件。对支持信贷的金融机构，在开展金融业务方面予以倾斜。引导金融机构大

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购买首套普通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首付比例降为不低于

总房价的 20%，二套及以上不低于 30%，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22〕115 号）文

件执行。

（二）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参加市区住宅土地“招、拍、挂”出让活动的竞买单位或

个人应使用合规的自有资金，竞买前须提供自有资金来源证明并作出书面承诺，土地竞买

保证金不低于起始（拍）价的 20％，土地出让成交后在 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 1 个月内须缴纳出让价款 50％的首付款，余款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最迟付款

时间不超过一年。在土地竞买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保证金应无息退还给未中标的单位或

个人。

（三）优化预售资金监管。允许开发企业以银行保函的形式释放等额监管资金，但最

高额度不超过预售监管资金总额的 30%。对项目信誉度高、无不良记录、无拖欠农民工



工资等负面舆情的企业，结合项目建设资本金的要求，根据工程形象进度适当下调监管比

例，实行差异化监管，具体细则另行制定。

（四）加大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进城落户人员、个体工商户、自有职业者、进城务

工人员、建筑工人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享受住房公积金政策。推

进武汉城市圈住房公积金同城化发展，深化与九江市住房公积金“跨区跨江合作”，实现

互认互贷。

（五）实行阶段性购房补贴。购买首套普通商品住房（含二手房），以家庭为单位，

不同的购房面积给予不同比例的补贴，由市财政统筹，按现行财政体制分级承担。90 平

方米（含）以下的，按购房款 1%补贴；90 平方米以上，144 平方米（不含）以下的，按

购房款 1.5%补贴；144 平方米（含）以上的，不予补贴。以上购房补贴比例自文件发布

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2023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购买首套普通商品住房

的，不区分面积，购房补贴统一为 1%。时间以商品房销售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鼓励开发

企业给予购房者不低于同等比例的补贴。

二、防风险方面

（六）规范中介市场行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行为和标准，引导开发企

业、中介企业将服务费标准控制在房屋总价款的 3%以内，加大对开发企业、中介企业违

规行为的处理力度，积极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

（七）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房地产市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全过程监管。

对违规出借开发资质、违反购地资金来源承诺、抽逃项目资本金、违规使用预售房款、出

现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楼盘烂尾等违法违规行为，实施信用约束、联合惩戒，限制失信企

业法人、法定代表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本市范围内新开设房地产开发公司、参与土地

拍卖，降低或取消信贷融资授信等级。



（八）加强风险监测预警。从企业资产负债、信贷情况、工程建设进度、工程款拨付、

预售资金归集、销售状况、社会舆情等方面开展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实施分级预警措施，

建立联动处置机制，完善房地产市场风险监测预警，积极防范化解楼盘的矛盾风险。

三、促发展方面

（九）培育壮大市场主体。鼓励本地企业做大做强，积极创造条件引进央企、大型国

企和信誉良好、实力雄厚的一级资质民营企业参与存量房盘活、土地竞拍，通过产城融合

方式，带动产业建设和多元化高品质住宅供应。一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其控股子公司，房

地产开发规模不受限制。二级资质开发企业开发规模不超过 25 万平方米。

（十）完善房地联动机制。科学编制年度供地计划，合理确定供地数量和时间，保持

住宅用地供应的平稳增长。年度供应规模按照城市化进程，参考土地存量、商品房库存量

和上年度销售量确定。加强土地监管，坚持净地出让，提升城市土地开发利用效率，原则

上禁止新增 30 亩以下的小地块零星开发，对存量小地块实行一事一议。

（十一）发挥人口聚集效应。凡在市区购买合法居住房产（含住房性质公寓）的，凭

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购房全款发票，符合条件的可在创业扶持、义务教育阶段子女就

近入学、医疗卫生保障、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权益。

（十二）提升货币化安置比例。适时调整城市更新改造项目货币化安置政策，鼓励有

实力的开发企业参与城市更新项目。加大货币化安置力度，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鼓励

拆迁群众选择货币化安置。

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各县（市、区）可根据本地

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在执行期间如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