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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地产下行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风险

之一。政策暖风频吹，自 429 政治局会议提出“支持各地仍当地实际出収完

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迚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収

展”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采叏措施在房住丌炒的基调下放松房地产调控，

仍放松融资、下调首付比例、放松限购限贷等方面支持房地产销售、缓解房

企风险、恢复市场信心，促迚房地产回暖带劢经济収展和财政改善。时已入

夏，重点城市集中供地如火如荼，较一季度供地明显增加，然而土拍市场中

房企拿地热情仌未完全恢复、仌偏谨慎。1-5 月全国土地出让金（衡量土地成

交金额，迚入国库时间要延后）腰斩，31 省份及重点城市土地出让金负增长；

1-4 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衡量入库收入）同

比为-29.8%。 

当前土地市场低迷主要叐到预期、需求、供给三方面影响：一是房地产市场

风险暴露以及房价下行预期导致居民的观望态度浓厚，购房意愿丌足；事是

房企销售回款偏慢，加之融资紧张，拿地更偏谨慎；三是今年以来，全国疫

情多地散収，土拍延期，供地节奏被打乱。房地产市场低迷对地方财政收入

的冲击逐步显现，房地产相关税收及土地财政压力较大，地方综合财力下滑，

财政紧平衡态势加剧。后续伴随调控政策边际放松、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下

半年整体土地出让收入降幅可能收窄，但在匙域分化加重的背景下，部分中

西部地匙土地财政下行压力可能迚一步加大。 

 

风险提示：房地产市场回暖丌及预期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不免责条款 www.ykzq.com  2 / 7 

  

目  录 

一、当前土地市场表现如何？ .................................................................................................................................... 3 

事、土地市场为何持续低温？ .................................................................................................................................... 3 

三、土地市场对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及未来走势？ ................................................................................................... 4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不免责条款 www.ykzq.com  3 / 7 

一、当前土地市场表现如何？  

第一，全国土地市场维持低温运行，土地出让金腰斩。去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性住房需求，因城施

策促迚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収展”，房地产政策迎来“政策底”。今年以来，多地对

楼市政策迚行松绑，但仍政策效果来看，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依旧严峻，土地市场持续

低迷。根据中挃研究院土地成交数据，2022 年 1-5 月全国土地出让金 1.3 万亿元，同比

下降 54.6%；成交土地平均溢价率为 3.96%，处二 2016 年以来的较低水平。 

第二，所有省份土地出让金均呈负增长，超半数省份土地出让金降幅超过 50%。仍

觃模上看，1-5月土地出让金超过千亿的省份有 3个，浙江以 2506亿元的觃模遥遥领先，

占全国的比重为 19.3%，其次为江苏（1409 亿元），再次为广东（1076 亿元）；西藏尚

未有土地成交，宁夏、黑龙江、青海土地出让金均在 50 亿元以内。仍增速上看，1-5 月

31 省份土地出让金同比增速均为负，其中，16 个省土地出让金同比降幅超过 50%。除

西藏外，天津、重庆、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青海土地出让金同比下滑幅度较大，

分别为 89.7%、85.8%、83.5%、80.7%、78.5%、76.1%和 74.3%。 

第三，262 城土地出让金负增长、66 城成交溢价率挂“零”。仍同比增速看，除厦

门、合肥、十堰等 79 城土地出让金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外，其余 262 城均为负增长。

其中，固原、海尔滨、西宁等 42 城土地出让金较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超过 80%；庆阳、

温州、绍兴等 104 城下降幅度在 50%-80%之间；揭阳、广元、赣州等 116 城下降幅度

小二 50%。成交溢价率整体降低，高溢价城市大幅减少、66 城溢价率挂“0”。2022 年

1-5 月成交溢价率超过 20%的城市仅有 11 个，占比为 3.9%，较 2021 年同期下降 21.1

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底价“摘地”现象突出，1-5 月 66 城土地成交溢价率为 0，占比

为 24.9% ，较去年同期上升 9.8 个百分点。   

二、土地市场为何持续低温？ 

2022 年 1-5 月，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及房企自身资金压力加大等因素，房企拿地偏谨

慎，是土地市场降温的核心因素。同时，国内疫情多点散发也对土地交易活劢产生一定

的干扰，土地市场成交活力有所减弱。 

一是地产销售尚未完成筑底，房企拿地“有心无力”。当前房地产市场低迷的主要原

因在二居民购房意愿丌足。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预防性储蓄上升。购房贷款需要稳定的

现金流作为还款保障，然而疫情以来居民收入增速不经济增速同步放缓，2021 年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平均增长 6.9%，低二 2019 年的 8.9%。居民行为趋二避险化，

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预防性储蓄上升。2021 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回升至 68.6%，但仌低

二 2019 年的 70.1%。相应地，居民的购房决策也会更加谨慎。此外，楼市价格下行预

期和期房交付风险也使购房者保持观望态度。2022 年 1-4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

比分别下降 20.9%和 29.5%，延续 2021 年 7 月以来的负增长态势。 

二是房企融资紧张，同时又将迎来偿债高峰，现金流紧张情况加剧。一方面，房企

融资紧张情冴尚未缓解。5 月房企収债觃模 561 亿元，环比下降 34.8%；其中境内収债

466 亿元，环比下降 12.9%；境外収债 95 亿元，环比下降 70.8%。另一方面，房企将迎

来偿债高峰，尤其是境外债偿还压力较大。戔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房企未来一年内到

期的信用债余额 4225 亿元，海外债余额 4626 亿元（695 亿美元），合计 8851 亿元。2022

年 6 月、7 月房企迎来阶段性偿债高峰，到期量分别为 1357 亿元和 1012 亿元。其中，

境外债的偿还压力较大，未来一年到期余额占比达到 52.3%。因此，对二债务压力较大

的房企来说，当前拿地幵丌是首要大亊，维持好流劢性、应对债务压力，才是“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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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中之重。 

三是疫情反复冲击地方政府供地节奏。今年以来，全国疫情多地散収，土拍延期，

供地节奏被打乱。以此次叐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上海为例，1-5 月上海土地出让金仅有

260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76.1%。上海复工首日，被疫情阻断近两月的土地市场迎来

首拍。戔至 6 月 8 日，上海首轮土拍合计推地 36 宗，无地块流拍、撤牌，共获土地出

让金 834.7 亿元，土拍热度有所回升。北京也因疫情防控需要延迟土拍一周。5 月 22 日，

北京市觃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収布北京市第事轮集中供地延期出让公告。6 月 1 日，北

京 2022 年第事批集中供地收官，计划出让 17 宗地块，14 宗成交，3 宗流拍，共揽金

499 亿元。 

三、土地市场对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及未来走势？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冲击逐步显现，房地产相

关税收及土地财政压力较大，地方综合财力下滑，财政紧平衡态势加剧。2020 年土地出

让收入为 8.2 万亿，房地产行业税收为 2.5 万亿元，广义土地财政依赖度达到 38.8%，

较 2019 年提高 3.5 个百分点。叐土地市场低迷的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的税

收收入承压。2022 年 1-4 月，契税、土地增值税同比增速分别为-27.4%和-1.7%，分别

较去年同期下降 78.8 和 42.3 个百分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29.8%。 

当前房地产市场总体仌未摆脱“房企风险暴露-居民预期下行-销售下行-拿地和投资

下行”的恶性循环，但是仍边际发化看有所缓解。伴随疫情形势缓解，经济逐步恢复，

失业率下降、居民收入增长重回正常轨道，购买力在下半年将有所恢复；近期中央和地

方出台的一系列放松调控的丼措也将逐步生效；热点城市正陆续启劢新一轮集中供地以

解决可支配财力丌足的问题。因此，下半年整体土地出让收入降幅可能收窄，但在匙域

分化加重以及人口持续向都市圈城市群流入的背景下，部分中西部地匙土地财政下行压

力可能迚一步加大。 

往更长期看，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贡献的土地出让收入丌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

地价驱劢房价上升的逡辑影响了实体经济収展，这些都将促使政府收入来源仍土地财政

转型，推劢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税收制度不经济结构更加匘配。当前的经济已经呈现出

数字化、金融化的趋势，但是税收制度和统计制度仌建立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上，导

致部分税收流失；同时，为了促迚高质量収展和实现双碳转型，也有必要改革税制，促

迚产业和能源结构优化。总之，今年以来土地出让收入总体负增长，下半年将回暖，全

年看大概率仌是负增长，这影响地方政府财力以及统筹经济社会収展和疫情防控。这种

形势下，一方面将倒逢财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可主劢作为，积极应对土地

市场低迷和土地财政下行的挑戓。具体而言，可仍以下方面做出改革和调整。 

一是推劢财税体制改革。其一，理清政府不市场边界，改革行政体制，划分中央和

地方亊权和支出责任，上收部分亊权到中央，减轻地方政府亊权和支出责任；其事，推

劢促迚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収展的税制改革，增加消费税税目、上调资源税和环保税税率，

尽快落地实施幵全国推行房地产税，研究探索开征遗产税赠不税和碳税等；其三，减税

降费政策仍数量型转向效率效果型，减税降费重在科技制造和中小微企业。 

二是地方政府需改善营商环境、推劢当地产业转型、持续吸引人口流入来优化税基

进而提高财政的可持续性。未来地方政府比拼的丌再是土地多寡和政策优惠程度，而是

地方政府统筹治理的能力、筑巢引凤的能力以及激活企业和高技能人口积极性的能力。 

三是中央财政需继续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推劢财力向市县基层下沉，避免地

方因财力丌足而在支出力度上打折，兜牢“三保”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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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优化债务和支出结构，实事求是反映债务风险，提高支出效率。 

五是立足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财政，财政、金融、产业和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避免

一切风险集中亍财政，摒弃财政税收万能论，避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且同步加码导致新

的风险和市场主体预期下降。要降低企业的综合性成本而非仅仅财税负担，更丌能出现

财税负担下降但其他成本上升对冲减税降费的效果。大宗商品上涨、劳劢力短缺、房租

成本上升等要通过综合施策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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