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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北京实施“多校划片”入学新政，购买学区房逻辑生变 

 

热点聚焦 

5 月 6 日，北京市西城区出台入学新政，首次提出“六年一学位”、“多校划片”入学政

策。西城区一直是学区房最受追捧的区域之一，然而相比其他区域，西城区却是最晚执行新政

的核心区域。显然，此次实施新政的意图在于为西城区学区房降温。  

表 1 北京市城六区入学政策 

城六区 入学政策 

东城区 延续往年“六年一学位”，                                                 

入学登记的实际居住房屋不动产权证书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后取得的家庭，

通过电脑派位的方式在东城区内多校划片安排入学。 

海淀区 延续往年“六年一学位”；                                              

2019 年 1 月 1 日后在该区新登记并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书的住房用于申请

入学的，将不再对应一所学校，实施多校划片。 

朝阳区 延续往年“六年一学位”；                                               

适龄儿童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于 2017年 6月 30日后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所

对应的实际居住地址不再对应一所学校，适龄儿童依据该实际居住地址登记

入学将参加所在片区的统筹分配。 

石景山区 延续往年“六年一学位”；                                               

自 2019 年 9 月 1 日后，在该区内经二手房交易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用于申

请入学时，将不再享受单校划片入学政策，实行学区内多校划片入学政策。 

西城区 首次将“六年一学位”写进入学政策；                              

规定自 2020年 7月 31日后在该区购房并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家庭适龄子女

申请入小学时，将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全部以多校划片方式在学区

或相邻学区内入学。 

报告说明： 

本报告是中国房地产业协会领

导下北京中房研协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出品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研究》系列报告之热点专题。主

要为整理探讨新近发生的房地

产重要政策行业动态及热点事

件，并分享行业研究观点。如需

更多信息和服务，欢迎来电来函

咨询。 

欢迎关注“中房研协测评研究中

心”微信号，或扫描以下二维码，

与我们进行互动。 

 

【2020 年第 65 期】 

2020 年 5 月 7 日 



 

|中国房地产市场研究热点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院 1 号楼四层 

官方网站：http://www.fangchan.com 

2 

丰台 部分学校实行购置‘二手房’的房主子女通过多校划片派位方式入学。 

（内容来源：根据网络汇总整理） 

 

热点评析 

学区房“新规”，增加择校的不确定性 

与以往单校划片入学不同，房子与学校不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系。

实施“六年一学位”，相当于房子被限售六年，大大降低了学区房的流通和投资属性，实现为

学区房降温的目的。而“多校划片”在北京全面推行，具有非常明显的信号意义，这意味着未

来城六区以及远郊地区实行“多校划片”入学将是大概率事件。此外北京入学新政的出台对其

他热点城市学区房政策也起到示范作用。 

政策留下较为宽裕的窗口期，短期内学区房市场将升温 

   从政策的时间节点来看， 西城区并没有立即执行“多校划片”新政，而是自 2020 年 7 月

31 日后实行多校划片，这相当于给想要买学区房的家庭开了一道口子，按照正常二手房交易

来说，仍有机会购买到学区房，短期内将会刺激学区房市场升温。从长期来看，仅凭“六年一

学位”和“多校派位”为学区房降温，效果有限。因为部分片区名校众多，教育资源平均，即

使派位，也不用担心被派到太差的学校。实际上，对于教育资源本就落后且名校较少的区域影

响更大，很可能被派到更差的学校。 

    解决学区房问题，任重道远 

   纵观学区房的问题，实际上是长期存在的历史发展问题，是产业分布与政府投入多重因

素导致的。优质学校的前身往往是部委、部队直属，拥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无论是师资还

是教育水平上，都是其他区域不可比拟的。虽然现在很多名校在其他区域建分校，但在师资

上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产阶级家庭宁愿花高价购买西城、海淀、东城的学

区房，其目的是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资源，虽然上名校不一定意味着孩子能成才，但

确是很多中产阶级家庭最热衷的投资。 

正是因为教育资源长期不平衡，学区房房价一直保持高位而且抗跌，成为众多中产阶级

家庭积极配置的资产。要想解决学区房的问题，其实任重道远，首先“牛小”往往拥有近百

年的历史，教育资源仍是区域内佼佼者，地位难以撼动；其次是其他区域教育水平仍然落后，

虽然近些年一直在提高教育水平，但仍远远落后于“牛小”。未来学区房的概念并不会消失，

影响也不会减弱，只是购买学区房的逻辑变了，以前只关心对口学校，而未来则更看重区域

整体教育资源水平及成长性。 

 

（内容来源：中房研协专题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