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一季度，北京新建商品房

销售面积为218.6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13.5%。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为 147.3 万平方米，增长 7.1%；办

公 楼 为 18.7 万 平 方 米 ，增 长

56.1%；商业营业用房为23.6万平

方米，增长69.4%。

今年一季度，北京房地产开

发企业到位资金为 1196.1 亿元，

同比增长8.7%，其中定金及预收

款为591.6亿元，增长21.6%；全市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新开工面积

同比增长29.6%，全市房屋竣工面

积同比增长12.6%。

2023年北京商品住宅用地推

介会现场，14个区政府和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临空经济区等 2

个管委会都分别设置了展台，摆

满了区域亮点宣传册、产业发展

政策集锦等资料，不少区的主管

副区长还亲自到场，介绍本区相

关情况和地块信息，为房地产企

业答疑解惑。

据悉，通州、顺义、昌平三个区

政府做了专题推介。其中，通州区

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北京城市副中

心及“两区”，即国家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

易试验区政策的叠加优势，重点推

介了7宗位置优越、条件成熟的商

品住宅用地，涉及文化旅游区、张

家湾设计小镇、北京城市副中心城

区及拓展区多个板块。

顺义区有关负责人在此次推

介会上介绍，作为“第一国门”所在

地，顺义区已成为首都发展基础坚

实、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重点推介

了8宗具有投资优势的居住用地。

昌平区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昌平区计划供应 15 宗优质住

宅用地，其中 9 宗位于未来科学

城，周边产业布局成熟，高素质人

才集聚，并表示昌平区将当好“金

牌店小二”，创造最好环境、最佳

服务、最优政策。

一些与会房地产企业负责人

表示，此次推介会的信息全面、环

节新颖，让企业看到了北京土地

市场优质的后备资源，感受到了

北京土地市场公开透明的环境，

增强了企业投资北京土地市场的

信心，稳定了各市场主体的预期，

对于推进北京土地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据记者获悉，2023 年北京商

品住宅用地推介会还首次推出了

实景三维“云踏勘”方式，通过航

拍、拟人等多个视角，立体化展示

每幅地块出让条件及规划控制要

求，同时综合体现地块及周边的

地形地貌、市政、交通、医疗、教

育、商业等配套设施情况，以科技

赋能商品住宅用地供应，让房地

产企业足不出户也能身临其境地

了解地块情况。

“实景三维‘云踏勘’视频融

合了信息化、数字化等技术，使房

地产企业在办公室就能够看到地

块全貌及周边情况，为企业投资

决策创造了便利。”华润置地北京

片区总经理陈海鸥说。

“此次推介会对引领北京土

地供应的规范化和透明化、稳定

市场预期、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

复苏和持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周兵说。

龙湖集团北京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吴雁军表示，北京的营商环

境改善有目共睹，作为深耕北京

的民营房企，龙湖集团将积极参

与北京土地竞买，打造高品质、国

际化社区。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

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新版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实施以来，在减量提质背

景下，北京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一张蓝图

接续建设，始终把建设优质市场、

提供一流服务作为工作目标，努力

为投资北京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创

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本报记者 庄灵辉 卢志坤 北京报道

各地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

正持续深化。

《中国经营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发现，作为“放管服”改革及优化

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近来至少有

河南、天津、四川、福建、河北、山

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多地都提出

要持续深化工业用地“标准地”改

革，不少省市还提出 2023 年起开

发区新增工业用地要全面实现“标

准地”供应。

工业用地“标准地”，即在完成

相关区域评估及土地征收、“三通

一平”（通水、通电、通路、土地平

整）等前期工作，符合“净地”要求

的基础上，明确固定资产投资强

度、用地容积率等控制性指标并实

施全程监管的可出让的国有工业

用地。

多位行业专家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多地持续深化工业用地

“标准地”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提升土地亩均效益，

同时推动工业用地出让全流程更

加市场化、透明化，促进工业企业

提质增效，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良好环境与动力。

“实际上，2018年浙江省就开

始全面推进‘标准地’，将拟出让

地块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建筑

容积率、亩均税收、单位能耗标

准、单位排放标准等具体要求提

前确定好，目的是让工业用地出

让、审批、施建、验收、监管等全流

程环节更加高效、透明，减少暗箱

操作的空间。”克而瑞产城发展部

研究总监马力认为，大力推行“标

准地”，企业可以更少比拼政府资

源，而是比拼工业项目开发运营

等能力，这样的竞争氛围必然拉

高工业用地的经济社会效益产出

门槛。

北京73宗宅地推介亮相“多频少量”均衡供应

本报记者 余燕明 北京报道

日前，北京市举办了 2023 年

商品住宅用地推介会，73 宗拟于

年内供应的商品住宅用地在推介

会上亮相，邀请了70多家房地产

开发企业参加。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

上一次北京在全市范围内举办

土地推介会还是在 2019 年。过

去三年里，房山区、大兴区、丰台

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朝阳

区等区域分别举办过经营性用

地推介会。

此次推介会上亮相的 73 宗

商品住宅用地，其中 8 成以上位

于“三城一区”（即中关村科学

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

区与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位于

中心城区的地块 22 宗，占比在 3

成以上；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及

平原多点地区的地块39宗，占比

超一半；位于生态涵养区的地块

12宗，占比近2成。

“房地产企业投资信心逐步

恢复，房地产温和复苏的态势

有望逐步稳固。”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北京的商品住宅用地始终

结合市场容量均衡投放，既无

大起，也无大落，形成了北京自

有的节奏。从供应结构看，政

策性住房用地占北京住宅用地

供应总量 6 成以上，起到了压舱

石的作用。

据悉，2023 年，北京市商品

住宅用地供应量仍将保持在 300

万平方米左右，将分轮次公布拟

供商品住宅用地清单，通过“多

频少量”等多方式实现均衡有序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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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标准地”时代 产业地产提质增效

多宗优质地块集中亮相

记者了解到，在2023年北京商

品住宅用地推介会上，朝阳区重点

推介了6宗地块，分别位于东坝、崔

各庄、小红门、管庄、十八里店等区

域。其中热度最高的当属崔各庄

乡奶西村棚改项目地块。

去年，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

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已经出

让了3宗商品住宅用地，竞得人分

别为中建智地、首开股份和金隅地

产。目前，这3宗地块已被开发成

了北京中建宸园、首开金茂望京

樾、金隅望京云尚，入市后均取得

了不错的销售业绩。

此次推介会上亮相的奶西村

棚改项目地块的建筑用地面积为

7.13 万平方米，建筑规模为 10.5 万

平方米，其中居住部分的容积率为

1.4，朝阳区计划在今年 4—5 月挂

牌供应。据记者了解，去年出让成

交的 3 宗奶西村棚改项目地块的

销售指导价分别为 8.9 万元/平方

米、8.5 万元/平方米、8.5 万元/平

方米。

朝阳区此次重点推介的另一

宗位于小红门的商品住宅用地也

有较高关注度。今年2月，中建东

孚在北京市 2022 年度第五批次集

中供地活动中竞得了小红门 11 号

地块，成交楼面地价为 4.73 万元/

平方米，销售指导价为 8 万元/平

方米。

海淀区则只重点推介了两宗

地块，分别是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

目地块及永丰组团K地块，均位于

北京土地市场热门成交区域。其

中，双新村棚改项目地块位于海淀

区四季青镇，建设用地面积9.23万

平方米，容积率为 1.05，建筑规模

11.13万平方米，计划在今年4月—

5月挂牌出让。

据记者了解，双新村棚改项

目地块所处区位与世纪金源、中

关村、五棵松等三大商圈距离为

10 公里左右，地块周边已建成相

对成熟的别墅项目，比如香山艺

墅、西山美庐、御墅临枫等，还邻

近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八大

处公园、香山公园、国家植物园

等，地块附近还有海淀区第四实

验小学、北京市师达中学、清华育

才实验学校等。

另一宗永丰组团 K 地块位于

海淀区永丰产业基地内，是中关村

科学城北区永丰产业组团核心区

域，建设用地面积 8.95 万平方米，

建筑规模为 22.24 万平方米，容积

率为2.2—3.0，计划在今年8—11月

挂牌供应。

永丰组团 K 地块所处区位距

离较近的商业配套为中关村壹号，

附近还有西北旺万象汇、正在建设

的永丰中粮大悦城。地块周边的

教育资源则包括了中关村第三小

学（科技园分校）、清华大学附属中

学永丰学校等。

通州区有关负责人在此次推

介会上介绍，通州区将有 7 宗商

品住宅用地拟于 2023 年供应，涉

及文化旅游区、张家湾设计小镇、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区及拓展区多

个板块，总用地面积约为 36 万平

方米。

顺义区在今年计划供应8宗商

品住宅用地，总用地面积约为36万

平方米，将分3轮推出。“第一轮将

推出3宗地块，前两宗地块均位于

后沙峪镇，距离后沙峪地铁站1公

里左右，向南 4 公里就是新国展。

第三宗地块是顺义主城区不多的

居住用地，紧邻顺义区第三中学，

步行三分钟即可到达地铁站。”顺

义区有关负责人在现场介绍，第二

轮推出的商品住宅用地拟于 2023

年第三季度供应，第三轮地块拟于

第四季度供应，“都是位置优越的

住宅用地”。

据昌平区有关负责人介绍，昌

平区今年计划供应 15 宗商品住宅

用地，总用地面积为 125 万平方

米。此外，2023 年，昌平区还计划

供应20宗产业用地，承载北京市高

精尖产业发展。

推动土地市场公开透明

工业用地全面实行“标准地”

供应“呼之欲出”。

近来，包括四川、陕西、山西、

湖北、河北等多地均明确提出，

2023 年起，开发区新增工业用地

要全面实现“标准地”供应。其中，

河北、陕西等地明确省级以上开发

区要在2023年全面推行新增工业

用地“标准地”出让；山西等地则提

出 2023 年起，全省开发区全部以

“标准地”形式出让工业用地。

天津、河南、甘肃等地也提出

要加快推进工业用地“标准地”出

让工作。

其中，天津市明确将“标准地”

出让作为“放管服”改革及优化营

商环境的重要内容，2023 年要有

效对接“标准地”出让与“放管服”

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区域性统一评估、多评合一、多

验合一、承诺制等改革措施，充分

发挥“标准地”改革叠加效应。

河南则提出要落实“按标做

地、明标供地、履标用地、对标管

地”的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制

度，鼓励“带项目”“带方案”“带施

工图”出让土地，实现“拿地即开

工”；甘肃也提出2023年6月底前

新批工业用地，按照“标准地”制度

供地不低于 30％，逐步全面实现

以“标准地”制度供地的企业投资

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

除省级以上开发区外，包括成

都、秦皇岛等不少典型城市也主动提

出2023年年底前在全市开发园区全

面推行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供应。

实际上，早在 2021 年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

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中，就将“标

准地”出让明确为深化土地要素市

场化配置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提

出鼓励优化产业用地供应方式，支

持产业用地实行“标准地”出让，提

高配置效率。

深化“标准地”改革

多位专家认为，从各地经济

社会发展视角来看，推进工业用

地“标准地”改革，主要是为了提

高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税收

等，推动土地高效利用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多地在推进相关改革

时也颇为重视突出土地的亩均

效益。

“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低，政府

更看重的是投资、产值、税收等长

期收益。”马力认为，提前明确了各

项要求的工业用地无疑能激励企

业比拼工业项目开发运营能力，提

升土地产出效益。

因此，马力认为，“标准地”的

关键不仅在出让，更在监管。“越来

越多的城市开始推行工业用地项

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马力指出，

“标准地”明确了土地出让要求，政

府应花更大的力气在监督项目按

照要求推进实施上，避免“前期牛

皮吹上天，后期落地无人见”的情

况出现。

“近年来多地的工业用地供

应都比较粗放，偏向规模效益，对

土地的利用效率偏低。”广东住房

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

认为，近来多地持续深化工业用

地“标准地”改革，主要是为了改

变此前工业用地低效的供应利用

模式。

“各地推进工业用地‘标准

地’，是为了集约化发展用地，从而

对用地效率提出了一些要求。”科

创中国高丞乡创服务团团长孙文

华也认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工

业用地“标准地”明确了土地的用

途与产出率，在企业用地之前要求

有承诺，能够平衡地方政府前期的

土地投入。

突出亩均效益

除地方经济发展视角外，工

业用地“标准地”改革同时也能为

工业企业提供更为透明、高效的

拿地与运营环境，促进企业提质

增效。

“越来越多的城市推行‘标准

地’，表明工业用地出让正日益向

市场化、透明化发展。”马力认为，

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下，产业资

源优、服务能力强、土地利用效率

高的企业更有希望通过市场化手

段快速获得高质量土地资源，同时

企业可更少比拼政府资源，而是比

拼工业项目开发运营能力，这样的

竞争氛围必然拉高工业用地的经

济社会效益产出门槛。

“‘标准地’改革下，工业用地

的公共配套与‘三通一平’等标准

也提前确定了，无疑更加便利企

业拿地与运营。”李宇嘉也认为，

“标准地”下地方政府对拿地企业

后期考核有其约束性，同时也有

其奖励性，通过对达产或产出效

益高的企业给予一定奖励，无疑

能够激励企业提升生产经营效

益，形成良性竞争环境。

“‘标准地’首先意味着土地

投资、建设、产出相关指标提前明

确，同时也意味着审批流程缩短，

便利于企业拿地，降低企业成

本。”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

师王小嫱认为，“标准地”改革下，

企业要经历的审批流程缩减，一

方面能够降低企业成本，另一方

面企业也能专心运营，无须过多

维护政府关系等，无疑能够促进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工业企业更多追求的是利

润，地方政府则更在意持续的产

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等。”孙文华认

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土地成本

会不断地增加，综合来看，当前各

地推进工业用地出让更需要考虑

保就业等民生指标，将吸纳就业

作为制定工业用地优惠政策的一

项重要依据。

此外，上述多地还提出要优

化产业用地供应方式，将“标准

地”改革与“地证同交”“弹性出

让”“标准化厂房”深度融合、以充

分发挥改革效应。

如河南省除提出推进“标准

地”出让外，还提出要推进工业用

地供应方式由以出让为主向租赁、

出让并重转变，推广长期租赁、先

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等供

应方式；四川也从实行差别化地价

调节政策、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等方面推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多位专家认为，优化与增加

产业用地供应方式，最直接的效

果是能够降低企业用地成本，为

企业用地提供更多选择。

“增加工业用地的供应方式

主要是为了最大化利用工业用

地，盘活存量用地。”王小嫱认为，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参与者，

增加工业用地的供应方式，促进

工业经济的平稳增长，能够为城

市经济增长贡献力量。

“增加工业用地供应方式，能

够便利企业选择，降低企业成

本。”李宇嘉则认为，不少新兴产

业的用地周期并不是很长，先租

后让等弹性供地就能够为类似产

业降低用地成本，提供灵活选择。

降低企业成本

通州区有关负责人在此次推介会上介绍，通州区将有7宗商品住宅用地拟于2023年供应，涉及文化旅

游区、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区及拓展区多个板块。

2023年北京商品住宅用地推介会还首次推出了实景三维“云踏勘”方式，通过航拍、拟人等多个视

角，立体化展示每幅地块出让条件及规划控制要求。

近期，北京市举办了2023年商品住宅用地推介会，73宗拟于年内供应的商品住宅用地在推介会上

亮相。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