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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国政府网站公开信息整理、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

以降息与下调LPR等金融手段为中心，同时强调保障人民群众消费权利，扶
持房企与保护消费者两手抓为上半年全国政策的核心内容

日期 相关部门 事件要点

1月05日 央行、银保监会 自2022年第四季度起，各城市政府可于每季度末月，以上季度末月至本季度第二个月为评估期，对当地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评估。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和同比连续3个月均下降的城市，可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

1月10日 住建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加快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表示，到2025年，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新模式基本确立，数据资源体系和平台支撑体系更加健
全，数字化管理新机制、服务新模式、监管新局面、安全新防线等初步形成

1月18日 全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工作会议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房地产工作要带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锚定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历史使命任务和当前的中心工作来展开。本次会议明确提到了现房销售的模式。
这也是住建部首次系统、明确提出现房销售的概念。

2月02日 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召开2023年系统工作会议，明确了2023年的五大重点工作。①全力以赴抓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②更加精准服务稳增长大局。增强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政
策对科创企业的适应性和包容度。大力推进公募REITs常态化发行。③统筹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端改革。④坚守监管主责主业，围绕全面实行注册制后的市场秩序和生态
塑造，加强各条线监管力量统筹，提升监管效能。⑤巩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持久战成效。

2月10日 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2月10日召开2023年金融市场工作会议，总结2022年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和信贷政策工作，安排部署2023年重点工作。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拓展民营企业债券融
资支持工具（“第二支箭”）支持范围

3月17日 中国人民银行 2023年3月27日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6%。其将精准有力实
施好稳健货币政策，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3月24日 证监会
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常态化发行相关工作的通知》要点分为：①研究支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的
消费基础设施发行基础设施REITs。②项目用地性质应符合土地管理相关规定。③首次申报发行REITs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当期目标不动产评估净值原则上不低于8亿元，可扩
募资产规模不低于首发规模的2倍。④支持经营规范、治理健全、资产管理经验丰富的优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等。

3月30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

自然资源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协同做好不动产“带押过户”便民利企服务的通知》，指出在地方实践的基础上，需深化不动产登记和金融便民利企合
作，协同做好不动产“带押过户”。

4月14日 中国人民银行货
币政策委员会

会议指出，要求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完善住房租赁金融
政策体系，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4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该批复中明确了，商品房消费的权利优先于受偿权、抵押权及其他债权。该批复自2023年4月20日起施行

5月09日 市场监管总局 印发《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意见》，就经纪服务收费过高、明码标价和操纵经纪服务收费等问题提出10项具体要求。《意见》要求，严格实行明码标价。房地产经纪机构应
当对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公示，不得混合标价和捆绑收费。

5月0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机关提示，房屋出卖人和买受人均应自觉遵守国家房地产登记制度及有关政策，诚信交易并积极采取措施防范潜在交易风险，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民事纠纷甚至民事诉讼，最大
限度维护交易安全。

5月19日 中国人民银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2023年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提出，加快推进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信用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防范化解
风险的重要作用，为推动新征程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6月13日 国家发改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负责同志指出，围绕扩大有效投资，着力推动投资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质量，着力促进
民间投资，稳妥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工作，探索建立与银行投贷联动试点合作机制。

6月20日 中央人民银行 中央人民银行公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一年期LPR下调至3.55%，五年期以上LPR下调至4.2%，一年期LPR及五年期以上LPR均降低了10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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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山政府网站公开信息整理、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

日期 相关部门 相关文件 事件要点

2月18日 国务院 《关于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构建我国改革开放新格局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下一步，人民
银行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强金融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工作，在粤港澳大湾区不断优化金融
资源配置，提高资金融通效率，推动大湾区建设再上新台阶。

3月16日 市政府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快推动“数字
住房”（粤安居）一体化平台建设工作的通知》

中山市正式启用广东省“数字住房（粤安居）”一体化平台（以下简称粤安居平台）。粤安居平台启用后，商品房预售许可、房地
产开发项目手册、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归档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注销备案、商品房销售价格申报、商品房
预售款资金监管等相关业务将在粤安居平台进行申请、审批。中山市房地产交易和资金监管平台（商品房）系统将不再使用。

4月11日 中山市
自然资源局

《关于支持商业、住宅用地改变土地用途为工业
用地的通知》

中山市发布《关于支持商业、住宅用地改变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的通知》（下称《通知》），对原“工改商住”申请调回工业用地
的情形给予补贴，并支持推动高标准厂房开发建设和加快处置闲置土地。这是中山首个支持“商住改工”的政策，将有力推动中山
全市“向存量要空间”，进一步拓展产业用地、夯实制造业基底。据悉，中山目前已从规划层面推动全市用地“商住改产业”超
5500亩，其中超九成落在翠亨新区、岐江新城两大城市发展核心区，助推其做强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4月17日 中山市
自然资源局

《中山市南区街道城南社区220102单元等八个
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

本次调整主要为南区街道城南社区220102单元等8个镇区，涉及8个控规，30个规划地块，共15个项目，地块总面积约43.96公顷
（折合约659.4亩），本次规划论证15个项目中，现状已有建筑物覆盖的项目有14个，主要为工业用地；未有建筑物覆盖的项目1个，
为点石塑胶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用地。其中涉及多宗用地调整，包括住宅用地改工业用地、教育科研用地改工业用地等。

5月01日 市政府 《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
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

从7月1日零时起，符合条件的香港机动车车主在港方预约通关获准后，就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广东。来往内地
更自由。香港单牌车可以直接进入内地，不需再挂金属号牌。电子牌证有效期与所购买的内地交强险有效期挂钩，最长不超过1年。
车主可自由选择往来内地时间，在牌证有效期内香港机动车经预约可以多次入出内地。

5月17日 市政府 《“70/90政策”户型商品住房两证合一事项办
理指引》

为妥善办理“70/90政策”户型商品住宅两证合一事项，中山市自然资源局发布了关于印发《“70/90政策”户型商品住房两证合一
事项办理指引》的通知。通知中规定，所属商品住宅小区符合“70/90政策”、两套商品住宅产权人相同、两套商品住宅位于同一
楼层且相连且两套商品住宅的建筑面积均小于90平方米，可提交申请，将符合条件的两套商品住宅合并为一套住宅。

6月22日 中山市发改局 《深中战略合作协议》

为贯彻落实《深中战略合作协议》，加快谋划深中经济合作区建设，6月21日，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开
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等单位赴翠亨新区开展深中经济合作区调研考察工作，加快推动合作区建
设迈向纵深。阐述在文旅产业、健康医药产业、农业和生态环境、村居建设、海洋经济以及国企合作等方面规划设计，并就深圳市
与中山市共建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提出了意见建议。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要政策围绕大湾区建设与深中合作展开





土地
市场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土地市场数据仅涵盖涉宅用地和商办用地

上半年土地市场供应量回升，土地挂拍集中于6月，成交总面积与成交总金额
下滑

涉宅用地177.58万㎡、商办用地8.95万㎡涉宅用地23万㎡、商办用地44.75万㎡ 新增供应建面
↑175.32%

涉宅用地4.56亿元、商办用地7.37亿元涉宅用地25.55亿元、商办用地11.75亿元 成交总金额
↓68.02%

涉宅用地5.70万㎡、商办用地26.19万㎡涉宅用地23万㎡、商办用地44.75万㎡ 成交总建面
↓52.94%

涉宅用地0%、商办用地0%涉宅用地4.77%、商办用地0% 平均溢价率
↓3.22%

涉宅用地14宗、商办用地2宗涉宅用地3宗、商办用地1宗 新增供应宗数
↑300%

涉宅用地8000元/㎡、商办用地2815元/㎡涉宅用地11111元/㎡、商办用地2626元/㎡ 成交楼面价
↓32.06%

2022年上半年 2023年上半年



商住
用地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土地市场数据仅涵盖涉宅用地和商办用地

涉宅用地持续一年供需低迷，2023年上半年成交1宗为保利拿地
2023年上半年涉宅用地新增供应14宗，成功出让1宗，无溢价。新增供应集中于6月，且有12宗地块来自预公开清单。



商办
用地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土地市场数据仅涵盖涉宅用地和商办用地

上半年成交两宗商办用地，均以底价成交
2023年上半年商办用地新增供应2宗，成功出让2宗。新增的2宗分别位于西区与东区，成交的2总均由民企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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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土地市场数据仅涵盖涉宅用地和商办用地

地块
编号 地址 用途公告 总建面

（万㎡）
总金额

（亿元）

楼面地
价

（元/㎡）

溢价
率 竞得房企 成交

日期

G28-
2021-
0046

中山市翠亨新区东
镇区西三围

商业用地
（兼商务用地） 20.50 6.37 3108 0.0% 中国黄金

集团 1月20日

涉宅用地成交1宗，位于东区；商办用地成交2宗，分别位于马鞍岛与西区
成交的3宗土地均无溢价，位于马鞍岛的商业用地总建面最大。

地块
编号 地址 用途公告 总建面

（万㎡）
总金额

（亿元）
楼面地价
（元/㎡） 溢价率 竞得房企 成交

日期

G21-
2023-
0047

中山市博爱七
路34号 城镇住宅用地 5.70 4.56 8000 0% 保利 5月6日

地块
编号 地址 用途公告 总建面

（万㎡）
总金额

（亿元）
楼面地价
（元/㎡） 溢价率 竞得房企 成交

日期

G20-
2023-
0001

中山市西区街
道隆平社区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用地） 5.69 1.00 1759 0%

彩能投资
（中山）
有限公司

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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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土地市场数据仅涵盖涉宅用地和商办用地

坦洲

三乡

板芙

神湾

大涌

横栏

古镇

小榄
（小榄片）

东凤

南头 黄圃

小榄
（东升片）

沙溪

南区

五桂山

东区

石岐

港口

阜沙 三角

民众

火炬开发区

南朗

西区

马鞍岛

西北组团 地址 用途公告 用地面积
（万㎡） 容积率 参考价

（亿元）
楼面地价
（元/㎡）

古镇 中山市古镇镇同兴路 城镇住宅用地 9.50 3.0 1.7 7050 

2023年拟出让13宗涉宅用地，目前1宗成交，11宗用地挂拍
根据《中山市城镇住宅用地公开出让预公告[预公告编号：Y(2023)001]》公示，2023拟出让涉宅用地13宗，总用
地面积61.47万㎡，预计总价超过121.99亿；目前剩余12宗，待拍集中于中心组团与东部组团。

东部组团 地址 用途公告 用地面积
（万㎡） 容积率 参考价

（亿元）
楼面地价
（元/㎡）

火炬开发区 火炬开发区张家边海傍村大王头 城镇住宅用地 0.81 3.0 1.70 7050 

火炬开发区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港义南路 城镇住宅用地 1.37 2.5 2.23 6500 

马鞍岛 中山市翠亨新区东镇区西三围 城镇住宅用地 9.90 2.0 19.81 10000 

马鞍岛 中山市翠亨新区东镇区东四围 城镇住宅用地 9.71 3.0 30.59 10500 

马鞍岛 中山市翠亨新区东镇区东四围 城镇住宅用地 4.68 3.0 14.75 10500 

中心组团 地址 用途公告 用地面积
（万㎡） 容积率 参考价

（亿元）
楼面地价
（元/㎡）

西区街道 中山市西区街道后山社区 城镇住宅用地 3.11 3.3 8.20 8000 

岐江新城 中山市石岐街道世纪大道南侧 城镇住宅用地 3.19 3.1 9.69 9800 

东区街道 东区街道长江北路东侧 城镇住宅用地 3.63 3.1 - -

东区街道
（5.6日保利竞得） 东区博爱七路34号 城镇住宅用地 1.90 3.0 4.56 8000

东区街道 中山市东区街道康湾路西侧 城镇住宅 8.45 3.1 20.96 8000

南部组团 地址 用途公告 用地面积
（万㎡） 容积率 参考价

（亿元）
楼面地价
（元/㎡）

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金凤路南侧 城镇住宅 3.42 3.0 5.12 5000 

坦洲镇 中山市坦洲镇十四村 城镇住宅用地 1.79 2.5 2.68 6000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

住宅
市场

2023年上半年住宅供应量同比2022年上半年下滑，成交量与市场规模有所
回升

121.74万㎡127.38万㎡ 新增供应面积
↓4.43%

194.27万㎡173.89万㎡ 成交面积
↑11.72%

17748套15911套 成交套数
↑11.55%

14093元/㎡14569元/㎡ 成交均价
↓3.27%

11415套11842套 新增供应套数
↓3.61%

273.80亿元253.35亿元 市场规模
↑8.07%

2022年上半年 2023年上半年



全市
供销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上半年住宅整体市场因受政策刺激于二三月份热度快速回升，随后回落常态
2023年1-6月新增供应121.74万㎡，同比下降4.43%，成交194.27万㎡，同比上升11.72%，成交均价14093元/
㎡，同比下降3.27%。



全市
供销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2023年上半年住宅新增与成交均以为100-120㎡为主力面积段
供销较低的面积段为60㎡以下与144㎡以上。



全市
库存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全市库存压力持续偏高，但去化周期同比下滑，流速已有所加快
全市住宅库存面积为626.58万㎡，同比减少11.52%；2023年上半年去化周期波动较大，但总体呈现库存减少、去
化周期缩短、流速增快趋势，同比下降2.05个月。



区域
情况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2023年上半年市场热度受政策刺激影响有所回升，区域不平衡趋势显著，热度集中于东部组团、
主城区、三坦片区、西北组团的古镇与小榄镇区。马鞍岛镇区成交量与成交均价领跑全市，为
全市热度最高的镇区。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

中心
组团

2023年上半年中心组团数据一览 中心组团各镇区供销量价

中心组团成交量占比全市25.38%，但供销总量同比降幅明显
东区成交面积为组团内最高，新增与成交基本持平；港口与大涌上半年无新增，港口、五桂山与大涌亦仅有少量成
交；组团整体呈现量价齐跌趋势，成交量跌至全市第三

38.01万㎡

同比↑4.07%

新增
面积

49.30万㎡

同比↓11.63%

成交
面积

15478元/㎡

同比↓0.37%

成交
均价

194.41万㎡

同比↓8.83%

库存
面积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

中心
组团

中心组团去化周期23.49个月，高于市平均周期，总体呈现延长趋势
东区库存量组团内最高，去化周期亦较长（26.56个月），仅次于库存量最低去化周期最长的大涌（32.77个月）；
东区与石岐去化周期偏高意味着岐江新城的开发进展较慢，市场流速放缓；港口去化周期全市最短。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

东部
组团

2023年上半年东部组团数据一览 东部组团各镇区供销量价

东部组团成交量占比全市27.82%，供销总量同比大幅上升，马鞍岛领跑全市
各镇区成交量均环比上升，组团升至全市成交量与成交均价最高的组团，市场总体呈现量升价跌趋势。

35.10万㎡

同比↑40.56%

新增
面积

54.05万㎡

同比↑67.20%

成交
面积

17370元/㎡

同比↓15.51%

成交
均价

153.40万㎡

同比↓1.48%

库存
面积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

东部
组团

东部组团去化周期20.63个月，略低于全市平均去化周期
东部组团新增与去化速度基本持平，市场热度高流速快，去化周期整体呈减少趋势。
火炬库存面积95.77万㎡，为全市最高；马鞍岛去化周期仅9.39个月，市场较活跃。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

南部
组团

2023年上半年南部组团数据一览 南部组团各镇区供销量价

南部组团成交量占比全市25.61%，供销总量上升，呈量升价跌趋势
南部组团成交主力为三坦镇区，仅三坦的成交量便占比南部组团81.36%、全市20.84%；组团内部基本呈量升价跌
趋势，成交均价虽在下滑但走势平稳

29.70万㎡

同比↑6.37%

新增
面积

49.75万㎡

同比↑14.34%

成交
面积

11730元/㎡

同比↓2.40%

成交
均价

142.45万㎡

同比↓18.76%

库存
面积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

南部
组团

南部组团去化周期19.58个月，去化周期在波动中降低
2023年上半年受房市复苏影响，南部组团去化周期一度接近历史低点，且除板芙外各镇区去化周期均有大幅下降，
三乡镇区同时伴随着库存量大幅减少。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

西北
组团

2023年上半年西北组团数据一览 西北组团各镇区供销量价

西北组团成交量占比全市15.36%，供应持续下滑但成交与均价已趋于稳定
各镇区新增供应均在滑落，成交市场趋于稳定，成交面积与成交均价仅微幅波动。组团内不平衡趋势较明显，供销
集中于古镇与小榄

9.03万㎡

同比↓58.91%

新增
面积

29.84万㎡

同比↓0.66%

成交
面积

11577元/㎡

同比↑0.47%

成交
均价

96.01万㎡

同比↓20.35%

库存
面积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

西北
组团

西北组团去化周期17.33个月，库存与去化周期均呈下降状态
西北组团各片区2023年上半年库存均同比下降，除阜沙外，其余镇区去化周期均有缩短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

东北
组团

2023年上半年东北组团数据一览 东北组团各镇区供销量价

东北组团成交量占比全市5.83%，供销量价均在下滑
东北组团体量较小，为全市成交面积与成交均价最低的组团，2023年上半年市场持续低迷

9.91万㎡

同比↓38.04%

新增
面积

11.33万㎡

同比↓7.32%

成交
面积

9441元/㎡

同比↓13.39%

成交
均价

46.35万㎡

同比↓7.64%

库存
面积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

东北
组团

东北组团库存量全市最低，但去化周期25.39个月为全市最长
东北组团去化周期波动较大，呈现波动中上升的趋势，民众与黄圃的去化周期基本不变，三角镇区的去化周期大幅
延长





商办
市场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商办新增量回升，本年度已入市3个商办项目；成交面积同比下滑，但2022
年度成交量受万滨万潮广场统一交付的影响成交量较大，2023年上半年商办
市场综合来看热度有所回升

2022年上半年 2023年上半年

3.20万㎡8.61万㎡ 新增供应面积
↓62.81%

10.69万㎡13.06万㎡ 成交面积
↓18.18%

1931套1311套 成交套数
↑47.29%

13505元/㎡13578元/㎡ 网签均价
↓0.54%

777套61套 新增供应套数
↑1173.77%

14.43亿元17.74亿元 市场规模
↓18.62%



商办
市场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新增供应集中在2月与6月，月均成交量相对2022年更高；由于市场体量较小
易受大项目影响，成交均价波动较大
2023年上半年新增供应3.2万㎡，成交1.69万㎡，整体成交均价13505元/㎡；2023年上半年有四个月成交量超过
1万㎡，相较2022年全年仅4个月成交面积超过1万㎡，可见2023年商办市场回暖趋势。



全市
库存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商办库存高压持续，全市商办库存16640套
40-50㎡面积段库存套数最多（3786套），去化周期较短（47个月） ；75-150㎡ 去化周期最长（206个月）。



全市
库存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全市库存同比稍有下降，去化周期升至77个月
全市商办库存面积103.40万㎡，同比下降3.40%；去化周期为77.09个月，受6月新增项目的影响，同比延长25.22
个月。



区域
情况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2023年上半年新增量虽有回升但总量较少，仅有分布于马鞍岛、横栏与西区的三个新增商办
项目；商办市场热度集中于中心组团与南头，中心组团成交均价亦最高；港口的成交量领跑全
市，成交主力为保利国际广场（482套）



区域
供销
中心
组团

2023年上半年中心组团数据一览 中心组团各镇区供销量存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中心组团成交占比全市68.44%，仅西区有新增供应，港口成交量领跑全市
中部组团网签成交面积排名前三项目为港口-保利国际广场（2.29万㎡）、港口-中海世纪荟（0.53万㎡）、西区-时
代小满（0.37万㎡），三项目合计网签量占组团成交总量72%。

新增
面积

成交
面积

成交
均价

库存
面积

0.63万㎡

同比↓45.0%

7.01万㎡

同比↑108.49%

14082元/㎡

同比↑33.10%

50.71万㎡

同比↓3.35%



区域
供销
东部
组团

2023年上半年东部组团数据一览 东部组团各镇区供销量存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新增
面积

成交
面积

成交
均价

库存
面积

东部组团成交占比全市1.15%，新增供应为万滨万潮广场
6月万滨万潮广场项目新增预售，但同比2022年上半年，供销量价均在下滑

1.70万㎡

同比↓77.25%

0.15万㎡

同比↓98.21%

11189元/㎡

同比↓23.21%

23.93万㎡

同比↓2.54%



区域
供销
南部
组团

2023年上半年南部组团数据一览 南部组团各镇区供销量存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南部组团成交占比全市4.53%，成交集中在三乡与坦洲；
南部组团成交网签主力项目为三乡-艺墅花园（0.27万㎡）和坦洲-富璟公馆（0.10万㎡）；南部组团市场体量较小，
成交均价降幅较大

新增
面积

成交
面积

成交
均价

库存
面积

0万㎡

——

0.62万㎡

同比↓0.14%

10557元/㎡

同比↓42.31%

3.41万㎡

同比↓16.10%



区域
供销
西北
组团

2023年上半年西北组团数据一览 西北组团各镇区供销量存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西北组团成交占比全市24.84%，成交环比大幅上扬，占比仅次中心组团
西北组团成交网签主力项目为南头-海雅缤纷城项目（2.22万㎡），成交量占比组团成交总量79.8%。

成交
均价

库存
面积

12880元/㎡

同比↓3.94%

23.11万㎡

同比↓3.46%

新增
面积

成交
面积

2.78万㎡

同比↑415.68%

0.87万㎡

同比↑100%



区域
供销
东北
组团

2023年上半年东北组团数据一览 东北组团各镇区供销量存

数据来源：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世联行地产市场数据库；商办市场数据仅涵盖商业公寓和办公产品

东北部组团成交量占比全市1.04%，仅两个项目有网签成交
东北组团网签成交来自黄圃-南鑫公馆（0.08万㎡）及黄圃-世茂凯隆城（0.04万㎡）；
东北组团商办库存面积目前为全市最少（1.78万㎡），去化周期全市最长（88.06个月）。

新增
面积

成交
面积

成交
均价

库存
面积

0万㎡

——

0.12万㎡

同比↓57.26%

10350元/㎡

同比↑20.30%

1.78万㎡

同比↓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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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总结
与展望

政策风向 上半年以金融手段为中心，扶持房市与保护消费者两手抓为上半年全国政策的核心内容

下半年为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企业投资信心与购房者置业情绪，降息、降准仍有空间
上半年，中央依靠大幅度下调房贷利率与LPR刺激市场，降息幅度史无前例，与此同时积极推动“带押过户”等利好消费者群体的政策，并多次

强调商品房交付问题，通过经济刺激与政策保护达到扶持房市与保障消费者权益两手抓，且受到国家积极政策影响，2、3月份房市出现快速回

弹，前期受到压抑的住房需求较快释放，但3月后开始恢复常态，后续政策对房市的刺激亦显不足。

下半年，政策或持续以经济刺激为主，辅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以图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为求房地产新的突破避免地产“硬着陆”，下半

年亦可能进一步松动，出现重大政策利好以刺激房市，但依旧会以稳定预期、打击投资炒作为基石，地产景气也有望逐步修复、但幅度可能偏

弱。

土地市场 上半年供需总量回升，但集中于6月统一供地，合计供应建面186.53万㎡

下半年仅余1宗未挂牌，位于东区街道，占地面积3.63万㎡。
上半年，涉宅、商办用地新增供应16宗，成功出让3宗（商住1宗，商办2宗），其中商住地块由国企竞得，商办地块均由民企竞得。

与去年数据对比，2022年上半年新增供应建面上升672.1%，成交建面下降75.24%，成交总金额下降82.17%，土拍的供应大幅增加，但由于集

中于6月供应，未能及时反馈到成交市场，市场规模同比下降近8成。

土地市场的供销起伏较大的原因可追溯至去年12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用地供应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要求因城

施策安排计划总量，凡商品住房去化周期长、土地流拍率高、市场需求明显不足的城市，应当控制商品住宅供地规模，因此出现2023年上半年

1-5月供地量低，而6月集中挂拍的现象。

根据经营性公开出让预告中，3月预公开的13宗涉宅用地中已有12宗挂拍，余下1宗位于东区街道，占地面积3.63万㎡



市场总结
与展望

住宅市场 上半年受国家积极政策影响，内需快速释放，在2-3月达到市场热度高峰后快速回落
下半年区域市场分化持续，住宅市场回暖或依赖宏观经济恢复状况
住宅市场的一季度在疫情解封后，迎来积压需求集中释放的购房热，配合以国家史无前例的金融、房贷政策进一步刺激消费，住宅

市场的活跃度大幅提升，市场热度在2-3月达到高峰，但随着前期积压需求基本释放完毕，第二季度购房者置业情绪快速下滑，房地

产政策力度不及预期，市场未能延续回暖态势，往年五一小长假往往会有市场小热潮，但今年第二季度节假日消费依旧呈现疲软状

态，多个项目未能恢复2-3月销售水平，仅品牌房企出货相对稳定。

当前多数城市限制性政策已取消，下半年需要更大力度的托底政策才能遏制住市场下行趋势，但归根结底住宅市场的乏力来源于全

球经济增长缓慢，内需有待进一步被激活，中山房市供销必然受下半年市场经济情况影响。

商办市场 上半年低迷状态持续，但供销环比22年上半年有所提升，商办市场小幅回暖

下半年库存去化持续高压，成交或持续集中于大项目
上半年商办市场整体低迷，但月均成交量相对22年更高，由于疫情解封，商办项目打开港澳市场后流量与热度增加，2023年上半年

已有四个月成交量超过1万㎡，相较2022年全年仅4个月成交面积超过1万㎡，可见2023年商办市场回暖趋势。

区域市场方面，中心组团与西北部组团为成交主力，但较依赖大项目出货，保利国际广场与海雅缤纷城占据全市商办成交量42%。

下半年预计短期内库存高压难以缓解，成交或持续集中于大项目。

市场总结
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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