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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黄金周期间，受出游、回乡等影响，各地楼市活跃度不及预期；但据贝

壳研究院统计，新一线及二线城市中 18~35 周岁的“新青年”的购房成交量，却

出现了明显涨幅。

“新青年”在居住消费上还有哪些特征？贝壳研究院近日发布《2021 年新青年

居住消费报告》（简称报告），报告发现，新青年买房意愿高于租房，近半数不

接受长期租房，其中女性占比更高；在他们看来，拥有住房才有安全感，房子是

家的“精神载体”。

从购房成本看，长沙是新一线城市的房价洼地，厦门套均总价仅次于北上深。如

果以“房价收入比”及“房租收入比”衡量城市的居住自由指数，贵阳、哈尔滨、

长沙等地居住负担较小，一线城市居住负担更高。

报告还发现，当下近六成新青年正独居生活，因享受独居带来的自由和清净，女

性独居更有幸福感。同时，多数新青年倾向于购房独居，两居室小户型是他们在

人生“转折期”的理想选择。

五一期间，新一线及二线城市成交指数上涨

贝壳研究院统计贝壳平台成交数据显示，35 城中，18 个城市成交指数同比下降，

其中，以深圳、东莞、南宁、合肥、南昌、北京、沈阳、成都、长春及杭州为代

表的城市，降幅比较明显；17 个城市成交指数同比上涨，其中，以武汉、上海、

哈尔滨、苏州、佛山、珠海、石家庄、无锡、济南及重庆为代表的城市，涨幅比

较明显。

分城市级别看，一线城市降幅较为明显，5天成交量同比下降约 5%，新一线城市

及二线城市，涨幅比较明显，涨幅分别达到 2.7%及 3.9%。



从租赁情况看，35 城中，仅有北京、石家庄、郑州、厦门及烟台等 5个城市成

交量同比下降，其他 30 城均呈现不同程度上涨。

买房才有安全感，新青年不愿长期租房

为贴近新青年的真实居住现状，贝壳研究院将本次线上调研人群划定在 18~35

周岁，并结合贝壳找房大数据平台进行指标建模，多维度呈现新青年群体的居住

需求变迁。

报告显示，租房仍是新青年的主流，约 49.2%的受访者目前正租房居住，约 45.3%

受访者的居住状态是自有住房。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合租均是主流的租赁方式，

但男性受访者自有住房的占比相对更高。



对接受长期租房的新青年来说，经济、方便、便宜是主要考虑因素。为平衡工作

与生活，部分新青年选择在就业地点附近租房；为“花费千元房租享受百万房屋

的大部分公共服务”，部分新青年选择在核心商圈租房。

实现 1小时“通勤自由”，则对在一线及新一线打拼的青年尤为重要。在租房关

注因素上，交通便利程度仍然居于首位。《2020 年毕业季租房洞察报告》也显

示，约 70%的受访者表示可接受的通勤时长在 1小时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新青年的租房痛点仍然不少。其中，工作不稳定导致更换住

处占比 45.5%，虚假房源信息多占比 41.1%，安全隐患、维修责任无人承担、房

屋质量差及克扣押金等，也是租房时遇到的显著问题。

多重因素影响下，约 48.9%的受访者不接受长期租房，约 28.9%的受访者表示视

情况而定。其中，女性对长期租房的接受度更低，仅 18.53%的女性受访者表示

接受长期租房，而男性受访者的比例达到 27.83%。

在不愿长期租房的新青年中，68.1%的受访者认为自有住房才有归属感、安全感，

44.1%的受访者称自有住房可自主选择装修风格，对追求个性化、差异化的 90

后及 95 后来说，自由地布置装修“家”尤为重要。



三成月薪付房租，北上深租房压力大

新青年买房意愿高于租房，不过从各地房价看，要想“上车”并不容易。

从 35 城新青年套均购房总价看，有 28 城已过百万。排名前五的为北京、深圳、

上海、厦门、杭州。15 个新一线城市中，仅长沙套均总价未过百万。

如果考虑到收入水平，深圳、北京、厦门、上海、杭州等 14 城房价收入比处于

高位；南宁、太原、重庆等 8城房价收入比处于低位；天津、合肥、无锡、济南、

佛山、石家庄等 13 城房价收入比处于合理区间。

报告显示，“合理”的房价收入比范围是 5.55-7.4。贝壳研究院按 30 年还款期

限计算，首套现行平均年利率为 5.33%，还贷期限设定为 30 年，首付比例限定

在 20%-40%，带入计算公式最终测算出这一结果。

买房压力大，但在一线城市租房成本也不低。以整租一居室的月度套均租金衡量，

一线城市套均租金明显高于其他能级城市，北京达到 4640 元。新一线城市中，

杭州、南京及苏州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租金相对较高。



类似房价收入比，贝壳研究院还按月度租金与白领月薪测算出“房租收入比”。

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及深圳的新青年群体房租收入比达到 30 以上，也就是说，

新青年白领 30%以上的月薪用来支付房租。

报告认为，租金占据房租收入在 10%-30%之间较为合理，租金过低影响居住品质，

租金过高则会带来沉重的居住负担。2021 年度，除北京、上海及深圳外，35 城

中的其他城市均处在租金舒适区间范围内。

如果综合考虑“房价收入比”及“房租收入比”，新青年居住自由指数排名前五

的城市为贵阳、哈尔滨、长沙、重庆及沈阳，这些城市居住负担相对较低。一线

城市化居住自由指数约 59.8，远低于新一线城市的 88.0。

六成新青年独居，女性感觉更幸福

随着独居时代加速到来，越来越多的新青年选择独居生活。

报告显示，在新青年受访群体中，独居的百分占比高达 63.6%。从居住方式看，

选择自由住房独居的约 54.4%，其次是整租独居，百分占比约 27%，还有 18.6%

的受访者因与陌生人合租零沟通，隐形独居。



独居青年人数不断上升，既有被动因素，但更多是青年主动选择的结果。其中，

享受自由和清静是他们选择独居最重要的原因，此外还有单身导致的独居，以及

因为异地工作导致的“被动消极型”独居。

实际上，是否独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感觉孤独。在本次调研中，47.4%

的受访者会经常感到幸福，29.5%的受访者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归根到底，这与

新青年的独居动因有关，主动选择便是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独居新青年更有幸福感。数据显示，更多的女性受访者独居

时经常感到幸福（占比约为 51.2%），甚至是感到很幸福（占比约为 15.05%），

而男性受访者没感觉、不幸福的占比相对更高。



时代趋势下，独居不再与“空巢”相连，而是代表着自由、独立、隐私、安静。

当下，有 51.0%的受访者认为独居将会成为未来城市居住的一种趋势，且从学历

看，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认为独居会成为趋势。

未来，日渐增多的独居者会选择哪种居住方式？调研结果显示，60.2%的受访者

会选择购房独居，选择租房独居的仅占 27.6%；前者认为，购房独居可拥有归属

感和安全感，同时不用担心自己的隐私安全。

从购房选择看，两居室是独居群体的理想居住户型。39.3%的受访者表示理想的

独居住房面积是 60-90 平，34.4%的受访者认为理想的独居住房面积为 90-120

平；从户型看，理想的独居住房是两居室，占比达 56.9%。

报告认为，一居室生活空间较为狭小，三居室资金负担较重、居住空间浪费。在

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两居室更能实现独居群体对居住舒适性的追求，同时可

满足新青年后续过渡到婚姻生活的住房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