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后租房市场升温

整租诉求高涨

随着春节后返乡人群的回流和新一年求职务工热来袭，租房市场随之升温。 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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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

安居客发布的《

2024

年节后租房调查报告》显示，租户对于整租的诉求高涨，占比超八成。 在房源

选择上，周边生活配套良好的房源更受租客欢迎，品牌公寓由于居住环境和服务品质等优势受到

青睐。最让租房者担心的问题是合适的房源少，其次是房源信息的真实性有偏差，此外，合同以及

中介专业性也是租房者较为在意的问题。

超八成租客

希望实现“整租自由”

据统计，在接受调研的人群中，

多数意向租房人群希望拥有稳定持

续的房源， 希望租住

1

年以上的意

向租客占比达

51%

，

36.9%

的租房者

意向租房时长在半年至

1

年之间。

有孩家庭选择长租

1

年以上的占比

相对更高，为

56.3%

。 从家庭情况来

看，家庭成员越多，希望长期稳定租

住的愿望越强烈。

对于租房的主要原因， 大多数

人是因为工作原因而租房， 占比

60.8%

；有

21.6%

的人出于生活便利

等原因而租房；

15.4%

的人是为了子

女上学。 其中，有孩家庭因为子女上

学而选择租房的占比为

27.3%

。

调研显示， 更大的私人空间成

为租客们的倾向。 有

84.4%

的人希

望整租，选择合租（含同住一间）的

人仅占

15.6%

。 在快节奏的城市生

活中， 拥有独享空间成为租客提升

居住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渴望实现

“整租自由”的人群越来越多。同时，

单身独居的租房者对合租的接受度

相对更高， 有

37.3%

的单身租房者

倾向于选择合租（含同住一间），超

九成有孩家庭选择整租。

两居室成为最受租客青睐的户

型。 在本次调研中，超六成租房者

青睐两居室，其次为一居室，占比

21 .7%

。 单身独居的租房者选择一

居室的占比

50 .6%

，而两口之家、有

孩家庭则更希望选择两居室及以

上户型。

在租金接受程度上， 有

63.9%

的人希望将月租金控制在

1001

元

至

3000

元之间。 其中，工作在一线

城市的租房者月租金在

2001

元至

3000

元的占比最多，为

29.4%

，新一

线城市工作的租房者月租金在

1001

元至

2000

元的占比最多，为

36.5%

。

目前租房市场中普遍的押付方

式是押一付三， 多数租房者倾向于

选择季付的方式支付租金。 对于房

租的上浮空间， 在工作及收入稳定

的情况下， 超七成租房者可以接受

一定程度的租金上浮。

5%

以内的租

金涨幅更容易被人接受， 也有超两

成租房人表示不能接受租金上涨。

周边生活配套

成热门关注点

在 租 住 房 源 类 型 选 择 方 面 ，

51 .6%

的租房者仍优先考虑普通住

宅小区的房源，这类房源在租房市

场中数量较多， 可选择的余地较

大， 适合大多数租客。 同时也有

21 .6%

的租房者优先考虑品牌公寓

或长租公寓的房源，这类房源普遍

品质较高，家电配置齐全，装修也

更具设计感，受到不少都市白领或

年轻租客的欢迎。 另外，有

9 .3%

的

租房者会优先考虑保障性租赁住

房（保租房）。

58

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表

示，近年来，全国多地保租房建设稳

步推进，致力于解决新市民、青年人

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 保租房有着

安全、稳定等诸多优势，成为人们选

择保租房的主要原因。 此外，舒适的

居住环境、便捷的租房流程，以及政

府补贴优惠也是吸引部分租房者优

先选择保租房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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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客研究院调研发现，有

17.7%

的租房者表示对保租房非常

了解， 有

59.2%

的租房者表示一般

了解，不是特别清楚相关政策要求。

在 知 道 保 租 房 的 租 房 者 中 ， 有

35.2%

的人是通过网络搜索知晓相

关信息 ，

24.6%

的人是通过媒体报

道，

23.3%

是通过政府宣传了解。

调查显示，在租房过程中，最让

租房者担心的问题是合适的房源

少，占比为

66.2%

，其次是房源信息

的真实性有偏差，占比为

56.5%

，此

外合同以及中介专业性也是租房者

较为在意的问题。

租房人群更倾向什么样的房

源？ 调查显示，周边生活配套好的房

源更受人们欢迎， 有

38.4%

的受访

者选择此项， 超两成租房人更关注

小区整体环境， 有

19%

的人则看重

装修或家具家电等室内条件。

对于选择品牌公寓

/

长租公寓

的主要原因，多数租房者认为，品牌

公寓的居住环境相对较好， 其次房

源的真实性较高， 租房服务较为专

业，公共空间的配置较好，居住期间

的服务优秀， 这些都是吸引租房者

的重要优势。

过半租客

倾向在线上平台找房

随着线上平台找房体验的升

级，以及房源丰富多样化，更多租客

倾向于线上找房，锁定心仪的居所。

调查显示， 有

51.5%

的租房者会通

过安居客等专业的线上找房平台找

寻合适的房源。 此外，通过线上社交

平台找房的租房者占比

11%

。

选择线上找房平台时， 超六成

的租房者更注重线上平台房源品类

的多样性、房源的真实性，以及房源

的数量。

随着数字技术的跃迁， 传统的

线下看房、签约流程已被搬到线上，

也 重 塑 了 人 们 的 租 房 体 验 。 有

45.6%

的租房者仅在线上浏览寻找

合适的房源， 之后会去实地看房再

做决定； 有

41.1%

的租房者会在线

上进行找房及看房， 通过实拍视频

或

VR

等锁定心仪房源， 直接去线

下实地签约。 也有部分人群会选择

在线上完成找房看房签约等步骤 ，

直接入住。 （孙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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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

执行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房套数“两认两不认”

近日， 山西省太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发布《关于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 中称

2020

年该中心发布的《关于明确购房套数认

定标准的通知》 不再执行。 最新出炉的《通

知》 对购房套数认定标准进行了调整，“商转

公”购房时间限制也正式解除。 为此，太原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新政策进行了全面解

读，在“认房认贷”的大背景下，详解说明了

各种情形下首套、二套房的认定标准。

此次对“认房认贷”进行调整优化，分为

了“两认两不认”，即认“购房地住房”、认“全

国公积金贷款记录”，不认“购房地外住房”、

不认“全国商业贷款记录”。

在放开申请“商转公”及“部分商转公”贷

款的住房消费行为时间限制方面， 缴存职工

于

2024

年

3

月

1

日以前通过商业银行发放

的商业住房按揭贷款购买太原市住房的，贷

款房屋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 符合太原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其他贷款条件的， 可以申

请办理商业住房按揭贷款转公积金贷款及部

分转公积金贷款。《通知》中明确，《商品房买

卖合同》和商业银行《借款合同》任一合同签

署时间在

2024

年

3

月

1

日以前均可。

（柴旭晖）

河北唐山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提高至

100

万、不限户籍

日前， 河北省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发布唐山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再优化的

通知。

通知显示，自

3

月

1

日起，唐山市单、双

缴存职工家庭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

额度由

80

万元调整为

100

万元。 购买二星级

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的新建被动式超低能耗

自住住宅的，贷款额度上浮

20%

，即最高贷款

额度由

96

万元调整为

120

万元；唐山凤凰英

才人员最高贷款额度由

100

万元调整为

120

万元；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

区引进的高端创新人才最高贷款额度由

120

万元调整为

150

万元。 二孩缴存职工家庭最

高贷款额度可额外最高增加

20

万元，三孩缴

存职工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可额外最高增加

30

万元。

同时，《通知》还提出，取消住房公积金异

地个人住房贷款的户籍地限制， 即在唐山市

行政区域以外城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

工（异地灵活缴存人除外）在唐山市购买自住

住房时， 可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 申请异地贷款的职工与本地

贷款职工享有同等权益。

（安垚）

广东东莞

多个镇街普通住房

价格标准有所下降

日前， 广东省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官网发布《关于调整我市普通住房价格标准

的通知（东建房〔

2024

〕

5

号）》（以下简称《通

知》）。 据悉，新的房价标准有效期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通知提到， 根据各园区、 镇街普通住房

2023

年下半年平均交易价格情况， 按照单套

住房建筑面积计算， 东莞市享受优惠政策的

普通住房实际成交价格按园区、 镇街划分为

四类标准。

对比

2024

年

2

月

6

日，东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发布的普通住房价格标准来看，多

个镇街标准有所下降。

（门庭婷）

日前，中指研究院

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4

年

1-2

月，中国百城新

房价格累计微涨，二手

房价累计微降，总体平

稳，波动幅度不大。

图为北京一在建

楼盘。

蒋启明 摄

2024

年

1-2

月中国百城房价总体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