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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建发〔2021〕115 号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委（房管局），东城、石景山区住房城市

建设委，各相关单位： 

为坚决贯彻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严厉打击房地产市场领域违法违规突

出问题，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现就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秩序整治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依法严厉打击房屋销售、租赁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重点针对

近期群众反映强烈的机构炒作学区房、经营贷违规进入楼市、群

租房治理等问题，依法从严惩处，形成高压态势，规范市场秩序；

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及从业人

员增强守法意识，自觉守法守规经营，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切实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推动解决重点民生诉求，研究形成巩

固成果、防止问题反弹的日常管理长效工作机制，确保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二、整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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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群众反映、媒体报道、舆情关注为线索，结合“每月一题”

工作要求，综合采取集中约谈、巡检暗访、“双随机”抽查、专

项检查、联合执法、重点复查等方式，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

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及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

打击治理、从严惩处、公示曝光。对违法违规中介机构，从严惩

处直至“停店、停网、停业”（门店停业整改，暂停房源信息发

布和网签，取消从业资格纳入黑名单）。 

整治工作即日起至年底结束。4 月底前，市、区住建（房管）

部门做好统筹部署，加大培训宣贯，形成治理声势。5 月至 6 月

底，全面开展重点整治，依法从严惩处，分批公示曝光，取得治

理成效。下半年持续深入开展整治工作，查漏补缺，巩固提升整

治成效，研究长效监管机制。 

三、整治重点 

（一）新房销售方面 

1．无证售房。查处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未办

理现房销售备案手续，收取购房款、首付款、订金、诚意金、预

付款或以借款、抵押房等形式变相违规收取购房款的行为。重点

对资金链紧张存在经营风险、手续不全急于销售回款的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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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日常巡查。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对无证销售危害的宣传力度，

明确告知购买未取得销售许可房屋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和法律责

任。 

2．不实宣传。继续加大对项目围挡、路边广告，销售现场沙

盘、楼书、户型图等不实宣传的查处力度。主要包括：违规宣传

学区房、综合医疗、轨道交通等配套设施；样板间展示内容与规

划设计及合同约定不符，重点查处 “限房价、竞地价”“装配式”

项目样板间和装修标准不一致行为;补充协议中约定宣传广告及销

售人员的沟通承诺不作为合同邀请要约的行为；商品房预售广告

中未明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名称、商品房坐落位置、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编号；售楼场所公示信息不全或公示虚假信息的。其中，

构成虚假广告线索的，移转市场监管部门查处。 

3．合同欺诈和不平等条款。对改变和修改《北京市商品房预

售合同示范文本》相关条款、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减轻

或免除开发企业承担的责任或不合理的加重买受人责任、排除买

受人主要权利内容的行为进行重点查处。重点检查违约赔偿不对

等、擅自处分物业公共部位（公共绿地、公共部位）、擅自改变

规划设计不通知买受人、延期交房不承担违约责任、宣传广告不

作为合同邀请要约、除分摊以外的建筑物所有权归开发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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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有权使用公共部位做广告、合同与补充协议有冲突以补充

协议为准、该列入交房条件的未列入交房条件等。 

4．预售资金违规存取。检查违反《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

办法》规定的行为，重点检查：未按规定收存、支取预售资金的；

以收取其他款项为由逃避预售资金监管的；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

请使用预售资金的；未按规定向购房人贷款银行提供专用账户作

为贷款到账账户的；其他违反预售资金监管规定的行为。对查实

的违规行为严肃处理，对影响恶劣、社会反响强烈的典型案件公

开曝光。 

5．捆绑销售和违规分销。对开发企业捆绑车位、储藏间、装

修等变相加价等行为依法查处。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

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

（建房〔2016〕223 号）规定书面警示；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

公开通报企业不正当经营行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房地产开发企

业名单；资质许可机关在资质审查中重点审核。禁止开发企业委

托没有备案的经纪机构销售商品房，对违规销售的开发企业和经

纪机构依法进行查处。 

6．违规“工改住”、“商改住”销售。重点检查违规工改住、

商改住项目是否存在无证施工、擅自拆改、经纪机构参与出租销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