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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三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1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组） 

 

根据全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的最新数据，2018 年

第三季度全国重点区域和主要城市地价状况分析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一)全国地价总体水平持续上行，综合、商服、住宅地

价环比、同比增速均有所放缓 

2018 年第三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为

4286 元／平方米，商服、住宅、工业地价分别为 7526 元／

平方米、6977 元／平方米和 828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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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主要城市分用途地价水平（元/平方米） 

各用途地价环比增速均有所放缓。第三季度，全国主要

监测城市综合、商服、住宅、工业地价环比增速依次为1.53%、

1.17%、2.13%、0.88%，较上一季度分别下降 0.22、0.04、

0.35、0.12 个百分点，各用途地价环比增速均有所放缓。

                                                        
1全国主要监测城市指 106 个监测城市；重点监测城市指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本季度，杭州、

厦门数据异常，未纳入全国统计范围，实际参与统计的城市为 10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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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本季度住宅地价增速仍高于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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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国主要城市分用途地价环比增速曲线图（%） 

综合、商服、住宅地价同比增速放缓，工业地价同比增

速略有上升。第三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综合、商服、住

宅、工业地价同比增速依次为 7.07%、5.21%、10.15%、3.76%，

较上一季度分别变化-0.16、-0.12、-0.27、0.0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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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国主要城市分用途地价同比增速曲线图（%） 

重点城市定基地价指数
2
稳步上升。2018 年三季度，以

                                                        
2 重点城市定基地价指数包括除拉萨以外的 35 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重点城市地价增长率包

括 36 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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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为基期的重点城市平均地价指数稳步上升，综合、商

服、住宅、工业地价指数分别为 295、288、368、222，较上

一季度分别增加 4、4、8、3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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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2018年第三季度重点城市分用途地价指数 

重点监测城市中，地价总体水平为 6420元／平方米，

较上一季度增长 1.65%，较去年同期增长 7.13%，增速均放

缓。商服、住宅和工业地价水平分别为 10226元／平方米、

10100元／平方米和 1140元／平方米；环比增速分别为

1.40%、2.0%和 1.26%，除商服外，其他用途地价增速下降；

同比增速依次为 5.58%、9.01%和 5.08%，住宅增速放缓，商

服和工业增速上升。 

年度季度

环比增长率 同比增长率
 

图 5  重点城市综合地价环比、同比增速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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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大重点区域住宅地价环比增速回落；长江三角洲

地区各用途地价环比、同比增速均有所放缓 

2018年第三季度，三大重点区域综合地价水平均高于全

国总体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环渤海地区综合地价水平分别为 5970 元/平方米、7972 元/

平方米、4612 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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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8年第三季度三大重点区域地价水平值（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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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8年第三季度三大重点区域综合地价增速（%） 

从环比增速看，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

综合地价增速依次为 0.65%、2.71%、1.79%，分别变化-0.28、

0.12、-0.07 个百分点，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持续多季度平

稳增长。 

分用途看，三大重点区域住宅地价增速均有所回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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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三角洲地区商服、住宅、工业地价增速依次为 0.28%、

0.71%、0.65%，分别较上一季度下降 0.18、0.53、0.04 个

百分点，其中，南京住宅地价持续下降，温州住宅地价下降。

珠江三角洲地区住宅地价环比增速下降 0.11 个百分点，为

3.43%；商服、工业地价环比增速依次为 1.26%、2.63%，较

上一季度分别上升 0.40、0.24个百分点。环渤海地区商服、

住宅、工业地价增速依次为 1.27%、2.41%、1.21%，商服地

价增速较上一季度上升 0.37 个百分点，住宅、工业地价增

速分别下降 0.17和 0.08个百分点。三大重点区域中，珠海、

中山、烟台、大连等城市的增速较快，住宅地价快速增长的

城市分布在东部二三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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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三大重点监测区域分用途地价环比增速（%） 

从同比增速看，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

综合地价增速依次为 3.27%、10.98%、7.19%，较上一季度分

别变化-0.87、0.25、0.11 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环渤海

地区地价增速较快，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对平稳。 

分用途看，长江三角洲地区商服、住宅、工业地价增速

持续放缓，依次为 1.67%、4.27%、2.52%，较上一季度分别

下降 0.68、1.40、0.30 个百分点，住宅地价增速放缓较为

明显。珠江三角洲地区商服、住宅、工业地价增速较上一季

度分别变化 0.16、-0.14、0.69 个百分点，依次为 4.29%、

14.35%、10.56%，住宅地价增速持续放缓，但仍高于其他两

大重点区域，其中，中山、珠海涨幅超过 20.0%，佛山市顺

德、东莞涨幅超过 15.0%。环渤海地区商服、住宅、工业地

价增速依次为 5.03%、9.78%、4.70%，较上一季度分别变化

-0.38、0.04、0.34 个百分点，烟台涨幅超过 20%，廊坊、

潍坊、大连涨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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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三大重点监测区域分用途地价同比增速（%） 

(三)东部地区各用途地价环比增速上升；西部地区各用

途地价环比增速下降 

2018年第三季度，全国重点城市中，东部、中部、西部

地区平均地价水平呈东高、西次、中低的布局。中部地区仅

工业地价平均水平略高于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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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8年第三季度东中西部地区地价水平值（元/平方米） 

从环比增速看，东部地区各用途地价增速均有所上升，

其中，住宅地价增速为 2.10%，较上一季度上升 0.28 个百分

点；西部地区各用途地价增速均有所下降，住宅地价增速下

降 0.58个百分点，增速为 1.83%。中部综合、商服地价增速

上升，工业地价增速与上一季度持平，住宅地价增速为

2.02%，较上一季度下降 0.03 个百分点。大连、拉萨、西安

等城市地价增速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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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8年第三季度东中西部地区环比增速（%） 

从同比增速看，东部地区综合、商服、住宅、工业地价

增速依次为 7.39%、4.64%、8.78%、6.89%，较上一季度分别

变化 0.12、-0.07、0.12、0.3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综合、

商服、住宅、工业地价增速依次为 5.52%、6.66%、8.05%、

1.45%，较上一季度分别变化 0.12、-0.23、0.29、0.0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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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西部地区综合、商服、住宅、工业地价同比增速依

次为 7.88%、6.38%、9.91%、3.56%，较上一季度分别变化

-0.48、0.66、-1.0、0.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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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8年第三季度东中西部地区同比增速（%） 

 (四) 一线三线城市综合、住宅地价环比、同比增速放

缓；二线城市商服、住宅地价环比、同比增速上升
3
 

2018年第三季度，主要监测城市中，一线城市综合、住

宅地价环比、同比增速放缓；二线城市综合地价环比增速与

上一季度持平，商服、住宅地价环比增速上升，各用途地价

同比增速上升；三线城市各用途地价环比、同比增速均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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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8年第三季度 一二三线城市地价水平值（元/平方米） 

                                                        
3 106 个监测城市中，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二线城市包括除一线城市外的直辖市、省会

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共 32 个；三线城市包括除一线、二线城市外的 70 个监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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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18年第三季度 一二三线城市地价环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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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18年第三季度 一二三线城市地价同比增速（%） 

一线城市，从环比看，综合、商服、住宅、工业地价平

均增速依次为 1.81%、1.13%、1.73%、2.14%,较上一季度分

别变化-0.06、0.34、-0.22、-0.08 个百分点。与上一季度

比较，北京、上海、广州住宅地价增速放缓，深圳住宅地价

增速上升。从同比看，综合、商服、住宅、工业地价平均增

速依次为 7.60%、4.20%、7.66%、8.84%,较上一季度分别变

化-0.49、-0.24、-1.37、0.21 个百分点。其中，广州住宅

地价增速为 14.48%，仍明显快于其他一线城市。 

表 1  2018年第三季度 一线城市各用途地价增速 

监测范围 
环比增速（%） 同比增速（%） 

综合 商服 住宅 工业 综合 商服 住宅 工业 

一线城市 1.81 1.13 1.73 2.14 7.60 4.20 7.66 8.84 

北京市 1.51 1.41 1.52 1.74 6.56 6.20 6.61 7.84 

上海市 0.37 0.54 0.28 1.44 3.00 3.04 2.90 4.75 

广州市 2.28 0.56 2.91 2.96 11.37 3.68 14.48 13.45 

深圳市 2.17 2.06 2.23 2.18 4.67 3.74 4.96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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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城市，综合、商服、住宅、工业地价环比增速依次

为 1.58%、1.52%、2.09%、0.65%，同比增速依次为 6.90%、

6.20%、9.45%、2.47%。本季度，沈阳、大连、西安、拉萨

等城市住宅地价环比增速超过 4%；石家庄、济南、沈阳、大

连、长春、海口、重庆、西安、太原、拉萨等 10 个城市住

宅地价同比增速超过 10%。另外，南京综合、住宅地价环比、

同比仍保持负增长态势。 

表 2  2018年第三季度 二线城市综合、住宅地价增速最高、最低值 

 

环比增速（%） 同比增速（%） 

综 合 

最 高 

综 合 

最 低 

住 宅 

最 高 

住 宅 

最 低 

综 合 

最 高 

综 合 

最 低 

住 宅 

最 高 

住宅 

最 低 

监测城市 西安市 成都市 西安市 成都市 西安市 南京市 西安市 南京市 

数值 4.96 -0.75 5.73 -1.65 26.83 -0.38 31.34 -0.63 

 

三线城市综合、商服、住宅、工业地价环比增速依次为

1.37%、0.78%、2.31%、0.49%，同比增速依次为 7.0%、4.60%、

11.68%、2.41%，各用途地价环比、同比增速均放缓，其中

住宅地价环比、同比增速仍超过全国主要城市及一二线城市

平均水平。本季度，16个城市的住宅地价环比增速超过 3%，

比上一季度减少 3 个；27个城市住宅地价同比增速超过 10%。 

表 3 2018年第三季度 三线城市综合、住宅地价增速最高、最低值 

 

环比增速（%） 同比增速（%） 

综 合 

最 高 

综 合 

最 低 

住 宅 

最 高 

住 宅 

最 低 

综 合 

最 高 

综 合 

最 低 

住 宅 

最 高 

住 宅 

最 低 

监测城市 烟台市 三亚市 烟台市 汕头市 安阳市 抚顺市 烟台市 锦州市 

数值 9.52 -1.7 11.36 -1.72 45.84 -0.34 58.48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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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热点城市中
4
，10 个城市住宅地价环比增速

回落，其中，上海连续 8 个季度持续降速，北京连续 7个季

度持续降速，成都连续 3 个季度持续降速；11个城市住宅地

价同比涨幅回落。本季度，北京、青岛、上海、南京、广州、

南昌、成都等 7个城市住宅地价同、环比涨幅均有所放缓，

南京住宅地价环比、同比仍保持负增长态势。 

(五) 主要监测城市综合及住宅地价环比涨幅收窄的城

市增多 

2018年第三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的综合地价环比情

况，93 个城市上涨，比上一季度减少 3 个，其中，45 个城

市涨幅收窄，比上一季度增加 13个。地价下降的城市 7个，

较上一季度增加 4 个。另外，37 个城市的地价增速稳定在

-1.0%～1.0%之间。与去年同期相比，99 个城市地价上涨，

其中，安阳、烟台、株洲、西安分别达到 45.84%、45.57%、

36.45%、26.83%；地价下降的城市为 5个，较上一季度减少

1 个。 

住宅地价环比上涨的城市 93 个，较上一季度减少 5 个，

其中，49 个城市涨幅收窄，较上一季度增加 16 个。地价下

降的城市 7个，较上一季度增加 4 个。此外，34个城市的地

价增速稳定在-1.0%～1.0%。与去年同期相比，地价上涨的

城市 100 个，较上一季度减少 1个；西安、烟台、安阳、珠

                                                        
4 本季度纳入统计的热点城市是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苏州、合肥、郑州、武汉、济

南、无锡、福州、成都、石家庄、南昌、长沙、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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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山、株洲、北海等 7 个城市涨幅超过 20%；地价下降

的城市 4 个，比上一季度增加 1个。 

 
图 16  2015年 1月以来新建商品住宅销价格和主要监测城市住宅地价环比上涨的城市 

数量情况图
5
 

二、当前市场形势分析 

（一）国内经济韧性不断增强，增长潜力与压力并存，

地价总体上涨，增速回落。 

三季度，经济外部环境变数增加，美国单边挑起的贸易

保护争端持续升温，冲突升级。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收紧，资

本从新兴经济体流出的可能性加大，个别国家本币大幅贬

值，经济面临极大困难。国际环境对我国外贸增长、货币和

资产价格稳定产生一定压力。 

国内方面，随着供给侧改革深化，经济适应能力和抵御

风险能力有所增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平稳。9 月，综

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4.1%，高于上月和年均值 0.3 和 0.1 个

                                                        
5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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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三季度，个税改革、支持民营经济等改革利好政策

释放，效应逐步开始显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现，企

业经营成本和杠杆率双降，企业信心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

动不断上升，市场预期总体稳定，经济表现出强大的韧性。

但同时，三季度，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外部贸易冲击下

外贸订单减少，内部受监管趋严、地方财政增速放缓等因素

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弱于预期，有所下滑。1-8 月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5.3%，较前值下滑 0.1 个百分点，基建投

资累计增速 4.2%，回落 1.5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经济增

长潜力与压力并存。在上述条件下，全国地价总体水平持续

上行，综合、商服、住宅地价环比、同比增速均有所放缓。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平稳，景气指数创近年新高。 

1-8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总体平稳，累计增速为 

10.1%，下降 0.1 个百分点，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累计增

速均有所加快，同时销售面积略有减少，但销售额有所提升，

显示建设和销售周转速率显著提升。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持

续处于高位，达到了 2011 年 6月份以来的最高值。8月，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的城市个数有所增加。房地产开发

企业到位资金年内涨幅基本平稳，除贷款持续收紧外，自筹

资金、定金及预付款等三季度均出现了同比涨幅扩大。企业

提高去化速率，加快资金回笼，保障了企业的土地购置能力。

企业购地需求持续处于高位，1-8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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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长 15.6%，增速提高 4.3 个百分点；土地

成交价款增长 23.7%，增速提高 1.8 个百分点
6
。成交价款增

速变化低于购置面积增速变化，显示企业购置土地的价格策

略有所变化。本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住宅地价继续保持

上涨，但同、环比增幅收窄，异常交易地块数量及平均竞价

溢价率有所下降。 

（三）供需两端持续发力，调控全面深化从严，成果显

著。 

三季度，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工具不断丰富和完善，力度

持续加强。7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合

理引导预期，整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建

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8月，住建部召

开房地产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加快制定住房发展规划，对楼

市调控不力的城市坚决问责。在此背景下，各地普遍加强调

控力度，从供需两端发力完善政策措施，全面深化从严。浙

江、湖北、河南、重庆、广州、三亚等多个省市开展了加强

市场监管、打击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行动，整饬市场

秩序。深圳、上海、杭州、西安、长沙、南京等热点城市对

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实行限售；陕西、福州、厦门等省市

出台公证摇号政策优先保障合理购房需求；广东、上海等发

布共有产权住房发展的指导文件；北京、山西、广州、南京、

                                                        
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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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济宁、嘉兴、咸阳等地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政策，

均以严格提取条件、降低贷款比例为主要方向。北京、济南、

南京、武汉、西安、深圳、天津等城市相继出台政策意见，

促进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总体来看，全国层面，限购限售

等持续扩围，重点保障合理居住需求，调控政策继续深化，

基础制度研究不断加强，各类城市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协同

发力，规范市场秩序。 

各类城市从严调控，效果逐步显现。三季度，一线城市

住宅地价同比增幅连续 7 个季度收窄。热点城市中，10个城

市住宅地价环比增速回落，上海、北京分别连续 8 个和 7个

季度持续降速；11 个城市住宅地价同比涨幅回落。 

（四）全国主要监测城市住宅用地供应同比涨幅达到

2014 年以来最高，各类城市住宅用地供应环比、同比均有所

增加 

2018年第三季度，全国 106 个主要监测城市土地供应面

积
7
5.81 万公顷，环比增加 14.51%，同比增加 6.58%。其中

商服、住宅、工矿仓储用地和交通、水利基础设施等其他用

地分别供应约 0.35、1.28、1.39、2.79 万公顷，环比变化

分别为-2.92%、26.03%、9.79%、14.76%，同比变化分别为

27.01%、31.98%、10.37%、-5.31%。房地产用地供应面积 1.63

万公顷，环比增加 18.37%，同比增加 30.87%。建设用地和

房地产用地供应面积均为 2014 年以来历年同季度供应最高
                                                        
7 数据来源：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数据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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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住宅用地和房地产用地供应同比增幅是 2014 年以来单

季度最高值。 

三季度，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面积约为 0.18 万公顷，环

比增加 33.46%，同比增加 55.76%，同比增幅达到了 2011年

四季度以来的季度最高值。从供地结构来看，商服、住宅、

工矿仓储用地和交通、水利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供应量占建

设用地供应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6.10%、22.00%、23.85%和

48.05%，较上一季度分别变化-1.09、2.01、-1.03 和 0.11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分别变化 0.98、4.23、0.82 和-6.03

个百分点。房地产用地供应量占比 28.10%，较上个季度增加

0.92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增加 5.21个百分点。 

分城市类型来看，三季度，除三线城市建设用地同比略

有减少外，各类城市建设用地供应环比、同比均上升。一线

城市商服、住宅用地环比增加明显，工矿仓储用地环比大幅

减少。二线城市商服环比减少、同比增加，工矿仓储用地环

比增加，同比减少。三线城市商服用地环比减少，住宅环比

增加，同比商服、住宅均增加。 

住宅用地供应上，环比方面，一、二、三线城市环比分

别增加 163.58%、34.82%、16.12%，同比分别变化 0.42%、

38.97%、28.83%，一线城市环比增加最为明显，二线城市同

比增加显著。从 20 个热点城市来看，商服、住宅用地供应

同比分别增加 56.13%和 39.84%，住宅用地供应环比增加

67.45%，是 2012 年以来环比涨幅最大的季度。房地产用地

供应同比增加 43.05%，达到 2013 年 3 季度以来单季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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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三、后期走势预判及关注要点  

四季度，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将延续，在严控杠杆、严防

风险、严管市场的政策背景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或将继

续趋缓。各地出台政策加强调控，预计市场将进一步回归理

性预期。在政策稳定的前提下，住宅地价涨幅或将进一步回

落。 

下一步，一要保持定力，坚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和

延续性。当前楼市库存去化基本完成，市场出现根本性转向

的趋势尚不明确，对上涨过快的城市仍需重点关注，坚持整

体导向和分类调控。二要深挖潜力，加强基础研究，加强数

据变化监测和预判，建立地价、房价预警机制，提升市场管

理工作质量和效率。三要统筹谋划，开展基础性制度建设，

研究有效促进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政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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