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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新房及二手房价格指数环比持续反弹，一线城市房价领涨 

——2020 年 5 月份 70 城市房价指数图文分析 

一、环比数据：各线城市价格环比均上涨，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增速加快 

5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综合平均涨幅为 0.49%，较上月扩大 0.1 个

百分点。各线城市环比涨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一线城市价格环比涨幅最大，平均上

涨 0.55%，较上月扩大 0.48 个百分点；二、三线城市价格环比平均分别上涨 0.55%、0.43%，

涨幅较上月均扩大 0.05 个百分点。  

 

单位：% 

 

图 1 近一年 70 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环比价格指数算数平均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数量为 57 个，较上月增加 7 个。下降的城市

有 11 个，与上月持平。持平的城市有 2 个，较上月减少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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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近一年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环比涨跌城市个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中，银川以 2.1%涨幅居首，较上月上升 6 个位次。

宁波由 51 位上升至第 2 位，不排除补涨的可能。南充名次未发生变化，以上涨 1.3%排在

第 3 位。哈尔滨、襄阳价格与上月持平。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中，三亚、海口、北海跌幅

最大，下降幅度在 0.2%-0.4%之间。  

 

表 1  新建商品住房价格环比涨跌幅前十名城市排序 

序号 
城市 

环比指数上涨

TOP10 

序号 
区域 

环比指数下降

TOP10 

1 银  川 102.1 1 三  亚 99.6 

2 宁  波 101.4 2 海  口 99.7 

3 南  充 101.3 3 北  海 99.8 

4 南  京 101.2 4 韶  关 99.8 

5 唐  山 101.2 5 湛  江 99.8 

6 呼和浩特 101 6 牡 丹 江 99.8 

7 沈  阳 101 7 郑  州 99.8 

8 锦  州 101 8 大  理 99.9 

9 无  锡 101 9 遵  义 99.9 

10 泉  州 101 10 安  庆 99.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5 月份，新房价格环比继续上涨，一方面是因为疫情的逐渐消退，积压的购房需求持续

释放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各地放松预售政策、推出人才购房补贴，短时间内带动当地房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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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此外，高端项目入市也是拉升房价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同比数据：各层级城市新房价格综合平均涨幅涨跌互现，一线城市小幅上涨 

5 月，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同比综合平均涨幅为 4.95%，涨幅比上月回落 0.25

个百分点。各层级城市平均涨幅涨跌互现，其中一线城市涨幅小幅扩大，本月上涨 0.1 个百分

点；二线城市涨幅连续 13 个月回落，本月再降 0.21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连续 14 个月回落，

本月再降 0.32 个百分点。 

单位：% 

 
图 3 近一年 70 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同比价格指数算数平均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本月监测的 70 个大中城市中上涨数量为 62 个，比上月减少 1 个；下降的城市数量为 8

个，比上月增加 1 个。唐山以上涨 15%连续两个月居榜首。7 个城市同比涨幅超过 10%，55

个城市同比涨幅在 0.2%-10%之间。同比下降的城市中，泸州以下降 3.5%连续五个月位居跌

幅榜榜首，济南下降 3.1%位居跌幅榜第二名，下跌的城市还包括韶关、宜昌、岳阳、安庆、

天津、郑州，跌幅分别在 0.2%-2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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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近一年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同比涨跌城市个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表 2 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同比涨幅前十名城市排序 

序号 城市 同比指数 序号 区域 同比指数 

1 唐  山 115 6 成  都 110.4 

2 银  川 114.7 7 南  宁 110.2 

3 西  宁 113.9 8 扬  州 109.5 

4 呼和浩特 113.8 9 无  锡 109.1 

5 徐  州 111.1 10 洛  阳 10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二手住宅：各线城市环比价格继续攀升 

5 月 70 个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平均上涨 0.24%。其中，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

涨 1.1%，涨幅较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环比价格环比上涨 0.29%，较上月小幅回

落 0.1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环比上涨 0.1%，较上月上涨 0.1 个百分点。  

环比上涨的城市 41 个，较上月增加 4 个。一线城市北京、深圳涨幅分别位列涨幅榜前两

位，其中北京以 1.8%涨幅居首，深圳以 1.6%并列第二，成都、银川以环比上涨 1.3%位列第

三。北京 5 月成交量上涨除了学区房政策影响，市场恢复后受疫情影响滞后的需求释放也是

成交主力。目前政策刺激下升温是短暂的，随后会出现成交量下降、价格下调的现象。持平的

城市有 7 个，与上月持平，分别为哈尔滨、济南、长沙、重庆、吉林、金华、襄阳。下降的

城市有 22 个，比上月减少 4 个，牡丹江环比跌幅最大，下降 1.5%。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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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图 5 近一年 70 个大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涨跌城市个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表 3 二手住房价格环比涨跌幅前十名城市排序 

序号 
城市 

环比指数上涨

TOP10 

序号 
区域 

环比指数下降

TOP10 

1 北  京 101.8 1 牡 丹 江 98.5 

2 深  圳 101.6 2 太  原 99.1 

3 成  都 101.3 3 三  亚 99.2 

4 银  川 101.3 4 郑  州 99.4 

5 宁  波 101.1 5 南  充 99.5 

6 包  头 101.1 6 北  海 99.5 

7 沈  阳 101 7 呼和浩特 99.5 

8 福  州 101 8 天  津 99.5 

9 西  宁 101 9 泸  州 99.6 

10 大  连 100.9 10 湛  江 99.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二手住宅：一线城市同比涨幅继续扩大，二三线城市同比涨幅持续回落 

70 个城市二手住宅同比综合平均涨幅 2.16%，涨幅较上月收窄 0.19 个百分点。其中，

一线城市上涨 4.1%，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上涨 2.02%，比上月收窄 0.23 个

百分点；三线城市上涨 2.07%，较上月收窄 0.31 个百分点，连续 14 个月回落。 

同比上涨的城市有 45 个，较上月增加 2 个，下降的城市有 25 个，较上月减少 1 个。同

比上涨的城市中，唐山连续七个月位居榜首，深圳以同比涨幅 12%再上升一个位次，位列第

二，沈阳以同比涨幅 10.4%排在第三。其他上榜城市涨幅在 6.5%-10 %之间。同比下降的城

市中牡丹江、青岛下降 5.5%位居跌幅榜首位，宜昌、郑州下降 4.7%排在跌幅榜第二，其他

下跌城市跌幅在 0.6%-4.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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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近一年 70 个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跌城市个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表 4 二手住房价格同比涨跌幅前十名排序 

序号 
城市 

同比指数上涨

TOP10 

序号 
区域 

同比指数下降

TOP10 

1 唐  山 115.2 1 牡 丹 江 94.5 

2 深  圳 112 2 青  岛 94.5 

3 沈  阳 110.4 3 宜  昌 95.3 

4 哈 尔 滨 110 4 郑  州 95.3 

5 无  锡 109.8 5 贵  阳 95.5 

6 西  宁 109.1 6 遵  义 95.6 

7 洛  阳 108.5 7 三  亚 95.6 

8 银  川 108.3 8 天  津 95.7 

9 宁  波 108.2 9 湛  江 95.9 

10 丹  东 106.5 10 济  南 96.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内容来源：中房研协测评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