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年底将至，以往杭州二手房市场的急售房源会增

加，价格会下调。上周末，钱报记者走访了杭州多个板块的二

手房门店，看看捡漏的机会大不大。

在我爱我家庆春东路店，记者碰到了正在咨询学区房的

蔡先生夫妇。蔡先生家住钱江府，其孩子还没满周岁。由于

明年无论是民办小学还是初中，超过招生计划的，将 100%摇

号。蔡先生决定早作准备，购买“双优”学区房。

经纪人小周告诉记者，采荷的学区房热度一直很高，“全

民摇号”政策出台后人气更旺。周末两天，已有十余组客户前

来其门店咨询。其中除了孩子两三年后就要上学的，也有很

多像蔡先生这样未雨绸缪，提前六七年就来看房的。从价格

来看，采荷的学区房也一直很稳定。如采荷新村，目前在售均

价大约在5.2万元/㎡，较上半年基本持平。

链家翠苑五区店的经纪人小李也告诉记者，翠苑的学区

房热度也不低，尽管年底不少房东会选择调低价格，但翠苑目

前的价格较今年上半年甚至还有5%左右的微涨。

不过，并非所有区域都有较高热度，不少小区的二手房甚

至成交困难。

在建国北路上的我爱我家门店，经纪人小张告诉记者，像

十五家园顶楼或次顶楼的房源，面积稍大点，单价较去年跌了

3000 元-4000 元/㎡左右，“2017 年最高点时，同样类型的房

源成交价格都在4.5万元/㎡左右，现在如果出手，大概只能卖

到4万元/㎡左右。”

不少没有名校学区傍身的老破小，成交量和价格都不尽

如人意。

在清水公寓附近的我爱我家门店，经纪人小徐表示，像

清水公寓这样偏改善的小区，近 5 个月来他们门店仅成交 6

套。

在我爱我家雍华府店，记者碰到了前来调低挂牌价的李

女士。李女士是招商雍华府的业主，有一套 88㎡的房源，10

月挂牌，挂牌价380万元，至今连一个看房的人都没有。为了

尽快把这套房子卖出去，李女士把 380 万元的挂牌价调低至

了 360 万元，她还表示，如果有诚心的买家，自己还有一定的

讲价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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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杭州二手房门店——

学区房热度不减
普通的房子难成交

自去年 4 月实施摇号新政以来，奔波于一个又一个楼盘

之间参加摇号，已成为不少杭州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事实上，摇号并非不用付出成本。一些红盘，尤其是高

端红盘，设置了较高的资金冻结门槛，如位于滨江区的杭州壹

号院和晓风印月，每次开盘均要求冻资数百万元，但中签率依

然很低，能摇中的只是少数。而那些屡摇不中的购房者，一年

下来，仅利息上的损失就高达10万元。

手握五六百万元，但为了随时参加摇号，放弃购买长期理财产品

摇号买房，摇不到也有成本
有人一年“付出”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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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资总额超百亿元
折射出惊人购买力

摇号新政实施后，部分楼盘价格相比二

手房优势明显，报名人数远超房源数量。因为

不愁卖，同时也为了减轻工作量，开发商设置

了冻结验资门槛，要求冻结一定额度的资金，

将一批并不具备购买力的购房者挡在门外。

今年以来，随着调控持续深入，杭州楼市

出现分化，越来越多的楼盘不再要求冻资。

在当前行情下仍有底气要求冻资的，绝对是

红盘中的红盘。杭州壹号院和晓风印月就是

这样的红盘。

杭州壹号院最近两次摇号，无房无贷购

房家庭的冻资金额分别是210万元和270万

元；有房或有贷的冻资金额分别为 420 万元

和 540 万元；全款购房的冻资金额分别为

700 万元和 900 万元。这两次摇号的报名人

数，分别是 2264 人和 1123 人。由于总价不

低，打算购买杭州壹号院的购房家庭，绝大多

数都属于二套或者有过房贷，平均冻资额度

超过400万元。

晓风印月今年10月首次开盘，冻资门槛

也不低。其中，无房无贷（首套）购房家庭须

冻资 170 万元，其他购房家庭（二套）须冻资

340 万元。晓风印月首开共有 4221 户家庭

报名，冻资款总额超过 100 亿元。12 月第二

次开盘，报名人数3399人。

一个楼盘一次冻资额就达上百亿元，真

金白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杭州楼市的惊人

购买力。

摇高端红盘成本不小
一年损失10万元利息

红盘虽然诱惑挺大，但是久摇不中的代

价也不小。前前后后参与杭州壹号院和晓风

印月四次摇号的购房者刘磊（化名），至今还没

摇中，他告诉记者，摇这些高端楼盘的成本其

实不小，一年下来的利息损失就超过10万元。

“开发商领出楼盘预售证后，一般都会要

求在一周之内冻结资金并报名。因为开盘时

间不确定，冻资款肯定不能做长期理财，要保

证随用随取。”刘磊说，为此他不得不放弃年

化率相对较高的银行长期理财产品，转而选

择可以当天取回资金的理财产品，自然年化

收益率要低很多。

“我看中了杭州壹号院和晓风印月，因为

是二套，冻资款都需要三四百万元。参加摇

号之后买了随时可取回资金的理财产品，年

化收益率只有 3%左右，而长期理财产品收

益率可以达到5%。以400万元资金来计算，

一年下来光利息差就达到8万元左右。”刘磊

表示，“每次冻资要一周左右时间，四次冻资

就是一个月，这期间的机会成本就是 400 万

元的理财收益。一年下来，摇号的资金成本

差不多10万元。”

刘磊说，他并不是孤军奋战，在他所在的

购房群里，有很多跟他一样的“屡败屡战”

者。如果细细算上一笔账，为摇高端红盘付

出的机会成本还真不小。

为了改善
手握五六百万元一直等待

杭州壹号院和晓风印月加起来，今年一

共开盘五次，共计 1296 套房源，全部售罄。

所剩的房源已经不多。

手握数百万元，却一直摇不到房，怎么

办？林女士的回答是：等。

来自温州的林女士，参加了晓风印月的

摇号，结果都没摇中。她告诉记者：“我在杭州

已经有一套房了，在滨江区四桥这边。再过几

年，我和我先生都退休了，打算搬来杭州居住，

所以考虑以女儿的名义在滨江再买一套，以后

都住在滨江，离得近。这次没摇中，就等晓风

印月下次开盘，一边看看其它楼盘，比如明年

要开盘的时代滨江四季，地段也很不错，目前

限价情况下，价格也不会有多大突破。”

“买这类房子的购房者手里都有房，主要

是为了改善。”林女士表示，自己不是投资，尽

管手里有五六百万元，也不会去摇那些价格

便宜的“万人摇”红盘，而是一心等待自己想

要的改善楼盘。

刘磊也说，自己所在的购房群，大家的想

法都差不多，买六七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

房子都不是为了投资，就是为了改善，所以很

少看到他们要去摇什么万人摇的刚需盘。“我

们这些人摇高端红盘就是为了改善居住，看

中的就是地段和品质，而且在限价之下，安全

边际也比较高。摇不到就继续摇，尽管一年

的资金成本要 10 万元，一旦摇中，这 10 万元

就不算什么了。”

某楼盘售楼处现场。 楼肖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