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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支持非本市户籍
单身人士购房

据“上海住房城乡建设管
理”微信公众号消息，1月 30
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
委、市房屋管理局联合印发《关
于优化本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
知》，规定自1月31日起，在本
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
得税已满5年及以上的非本市
户籍居民，可在外环以外区域
(崇明区除外)限购1套住房，以
更好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
促进区域职住平衡、产城融合。

曾经“非上海户籍单身不
能买房”的规定，可以称得上是
上海住房限购政策的一项特
色，但自去年以来，上海已对其
进行了循序渐进的调整。

1月30日，上海市住房城
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
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住房
限购政策的通知》，规定自1月
31日起，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
保险或个人所得税已满5年及
以上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可在
外环以外区域(崇明区除外)限
购1套住房，以更好满足居民
合理住房需求，促进区域职住
平衡、产城融合。

“此前非本市户籍单身人
士购房，需满足‘5年社保+已
婚’条件，而现在取消了‘已婚’
条件，意味着取消了非本市户
籍单身人士限购。”上海易居房
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指
出，这是基于房地产市场新形
势和新要求，对过热时期过严
政策进行了调整优化，支持在
沪稳定就业的非本市户籍单身
人士购房安居需求。

1月中旬，上海奉贤区和
青浦区针对备受关注的单身限
购政策进行调整，符合条件的
非沪籍人才，可在两区特定区
域内购买1套住房。但根据中
指研究院数据，从青浦区和奉

贤区政策效果来看，新房成交
量没有出现明显的回升。上海
1月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
房)由于供应量减少，成交面积
(数据截至1月29日)同比下降
了57%，环比下降了46%。

再看本次新政所划出的范
围，2023 年外环外商品住宅
(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面积和
供应面积占比全市七成左右，
成交金额占比全市52.3%，短
期库存面积占比全市81.5%。

“本次上海对限购政策进
行优化，支持单身人士(满足5
年社保或个税)在沪购房，有利
于释放更多购房需求，可以加
速外环外(崇明区除外)的新房
和二手房的库存去化，对于市
场预期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中
指研究院上海数据总经理张文
静说。

苏州全面取消限购

同日更早时间，市场上有
苏州全面取消限购、买房不再
限面积及套数的消息传来，后
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确认。苏州
对于限购等房地产政策的调整
也经历了几个阶段。2023年9
月，苏州已提出“对于购买120
平方米及以上商品住房不再进
行购房资格审核”，同时落实了
降低首套房、二套房执行首付
比例和首套房、二套房贷款利
率，个人首套房“认房不认贷”
等政策；2023年12月，苏州还
实施了力度不弱的购房契税补
贴政策。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
2023 年，苏州市区新房供应
515.4 万平方米，同比下跌
1.36%，成交面积589.5万平方
米，同比下跌20.57%，相城区、
工业园区为新增主力，相城区、
吴中区成交量领先，由于新入
市的楼盘多为改善盘，销售均
价呈结构性上涨。

“苏州是一个工业化城市，

外来人口占据较大比重，全面
放开限购有利于去库存，有利
于提升当地市场的活跃度，促
进当地楼市平稳健康发展。”诸
葛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王
小嫱指出。

中指研究院苏州分院高级
分析师金珂还提到，政策出台
时间临近春节假期，人员流动
大，或将带动楼市看房热度，为
新一年房地产发展打下基础。

房地产调控自主权下
放到地方

两大热点城市的同日调
整，让人很容易与前几日广州
对限购政策的优化联系起来：
1月27日，广州发文表示在限
购区域范围内，购买建筑面积
120平方米以上(不含120平方
米)住房，不纳入限购范围。

就在广州政策调整的前一
日，1月26日，住建部提出，要
坚持因城施策、精准施策、一城
一策，用好政策工具箱，充分赋
予城市房地产调控自主权，各
城市可以因地制宜调整房地产
政策。

“住建部的表态意味着要
将调控的权利给到地方，稳定
行业和市场的责任也给到地
方，夯实地方主体责任，实现权
责对等，提高政策响应速度，更
好地维护市场的稳定。不管是
广州1月27日的新政，还是苏
州、上海的新政，都是这种背景
下产生的。”广东省城乡规划院
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李宇嘉认为。

热点城市加快了放松的步
伐，不过仍坚持小步快跑的逻
辑。李宇嘉认为，从逻辑上讲
其他一线城市也会跟进，但政
策或略显谨慎。下一步首先是
收缩限购的范围，比如外围区
域限购之后，才会考虑中心区
怎么调整限购政策，但预计不
会缺席。 据中国新闻网

上海苏州优化住房限购影响几何
专家：更多城市或将政策跟进

1月30日，两大
热点城市对住房限
购政策的调整引发
关注。先是有着“最
强地级市”之称的江
苏苏州全面取消限
购措施，买房不再限
制套数；随后上海也
官 宣 自 1 月 31 日
起，支持非本市户籍
单身人士购房。限
购、限售等限制性政
策的积极调整是当
前房地产调控的重
要工具。

CFP供图

春节临近，约饭聚会
多了起来。人们习惯先打
开手机，看看餐馆评分或
星级。然而，“年轻人挤
爆 3.5 分餐厅”、消费者

“反向选择”低分餐厅的
话题，却揭示高分餐厅也
未必靠谱。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
不少餐饮店为维持流量热
度，通常明着以赠送小吃
或饮料等方式，换取食客
的网上好评打分、收藏打
卡。在这背后，更有一条
隐蔽的产业链，花钱就可
以在数月内造出高分高星
餐厅。

送菜赠饮换热度

在海淀工作的杨女士
称自己是深度“点评依赖
户”。每次与朋友出门吃
饭前，她都会先看餐馆的
星级分数。“此前去了一家
湘菜馆，评分很高，但不知
是改良了还是什么原因，
菜品做法不对，整体味道
也不好吃，我客观地给打
了四星。”杨女士说。然
而，饭后商家却追了出来，
询问能否修改为全五星好
评。“因为吃饭期间赠送了
一听可乐，无奈我又给改
为了五星。”

调查发现，多个门店
餐饮商家推出的收藏打卡

“活动”，赠送物品以饮料、
冰粉、小菜等为主，这些赠
品价格大多在30元以内，
且要在店内消费才能核
销。不过也有店铺不需要
实际消费，即使顾客“路
过”，只要愿意打卡收藏该
门店，也可获赠小吃饮料。

俩月造出高分店

记者调查发现，线下
门店推出好评的活动之
外，市场上还有一条专门

“运营”高分高星级餐饮门
店的产业链。这些产业链
的主力军，是“代运营”公
司。有公司人员表示，新
店只需2个月即可运营到
近5分或五星。

记者以新开一家火锅
门店，需快速提升分数和
星级为由，联系上一家公
司。自称是“点评高级运
营”的工作人员在询问了
店铺类型、面积、地段和需
求等信息后，建议前期先

在软件上入驻。合作的套
餐分为3个月、6个月和
12个月，价格为3500元、
5000 元、8000 元。这些
套餐主要包含曝光访客提
升、“种草”类图文发布、榜
单排名提升等业务。

“两个月时间，外卖团
购平台给你做到5分，点
评类软件3.5星级以上。”
另一家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之所以一些公司会有

“一条龙”“一站式”服务，
是因为随着平台软件的管
理更严，靠写好评等单一
方式无法明显且快速提升
分数或星级，要对多个基
础权重指标进行提升。

专用号刷完作废

随着调查深入，记者
发现如今相比高星级，高
分门店可操作的空间更
大。多次辗转后，记者对
接上一位从事刷评产业的
人员。据其介绍，如果要
刷好评，点评类软件很严
格，几乎不可能。但团购
外卖平台上，餐饮门店的
评分，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刷出。

所谓“技术手段”，是
如何操作的呢？前述宣称
两个月可“造”出5分门店
的卖家说，他并不提供刷
好评服务，但大概知晓一
些与其合作的工作室是如
何操作的。“他们有自己的
账号。全是拿新手机号在
一些平台上先注册用户账
号，然后模拟写好评。”他
透露，这些好评，是通过手
机和电脑连接后，通过技
术驱动账号的IP地址，去
所需要刷好评的店家电子
地图附近“溜达”一圈儿，

“改轨迹，模拟真人用户去
线下实地消费评价。”他还
强调，这种操作方式下，一
个账号就写一回评价，就

“撇”（作废）了。
记者了解到，某点评

类软件平台对“诱导好评”
等行为加重处罚力度。
2023年，该软件平台采用
了上百种风控模型查处清
理虚构好评、疑似诱导好
评，严厉处罚诱导违规商
户。同时通过政企合作，
推进刷单炒信类民事诉
讼、行政处罚、刑事打击等
案件。 据北京日报

餐厅评分越高越好吃？
未必都靠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