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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政策支持 推动租赁市场平稳发展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综合整理

 十九大以后， “租购并举”已成为住

房政策关键词，为推动建立“多主体

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中央和各地频频出台多项住

房租赁政策。

 据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监控统计，

2017年至2018年3月，多个政府部门出

台指导政策，保障住房租赁市场平稳

发展。



2. GDP增速稳定上涨 “新一线”发展潜力巨大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重庆、成

都等“新一线”城市强劲的发展势头正

逐渐凸显，如重庆2005-2016年GDP同比

增速均超过10%，位居全国城市发展增速

前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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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口大量流入为“新一线”城市带来活力

 人口的流入也带来巨大的租房需求。流动

人口是国内租房人群的主力，《中国流动

人口发展报告》中指出，2016年我国流动

人口规模为2.45亿人，预计2020年我国仍

有2亿以上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数量及占

比较大的城市，住房租赁市场前景广阔。

 其中，约七成的流动人口家庭通过租房居

住，尤以租住私房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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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渝城市群——引领西部发展的国家级城市群

‖‖‖‖

 2016年04月12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成渝城

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概念正式提

出。《规划》中明确指出，成渝城市群是引

领西部开发开放的国家级城市群，到2020 

年，基本建成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优

良、生态环境优美的国家级城市群。



5. 经济发展集中 重庆、成都为西部领头羊

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局

 成渝城市群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其代表城市成都、重庆的城市经济发展明显好于周边。

 从2017年GDP数据可以看出，重庆、成都两城GDP占比超整体城市群一半以上，城镇化率超60%，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经济

水平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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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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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租赁市场背景概述

The Rent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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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成都限购收紧 租赁市场迎发展机遇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综合整理

‖‖‖‖

 2017年成都楼市调控政策频出，限购加码将部分购房者挡在门外，部分住房需求向租赁市场转移。

时间 要点 概述

2016年10月1日 限购买数量 提出限购，市辖12区内仅可新购1套

2016年11月17日 限购买资格
高新南区、天府新区限户籍/社保缴纳年限，提高全市公积
金贷款首付比例

2017年3月23日 扩大限购范围
最严限购令，二手房纳入限购，市辖12区均限户籍/社保缴
纳年限；提高社保缴纳年限要求，社保补缴无效

2017年3月26日 单独限购
高新南区、天府新区单独限购，二者不得交叉；在两区域
已有住房，不得再在此购买

2017年4月12日 限售限贷
新购住房（新房和二手房）取得产权证未满3年不得交易
限购区二套房首付6成起，贷款年期最长25年

2017年11月17日 购房摇号 首次引入摇号机制，力求公平公正

2018年03月31日 刚需优先
成都市商品住房开盘销售将按照“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
刚需家庭、普通登记购房人”的顺序摇号排序、依序选房



1-2 租赁政策多重利好 2018或迎租赁市场新时机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综合整理

 不止九部门“选取12个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开展住房租赁试点（成都在列）”联合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四川省、

成都市也在积极出台 “鼓励住房租赁消费，鼓励房企和机构参与”、“开启租赁住房与人才公寓地块的出让”“到2021

年全市新建成各类租赁住房39万套”等一系列具体实施细则，共同从利好政策出发，为住房租赁市场的成长助力护航。

时间 政策 具体内容

2016年10月26日
四川省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
施意见》

培育市场供应主体，鼓励住房租赁消费；完善公共租赁
住房，支持租赁住房建设。

2017年7月20日
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

选取12个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开展住房租赁试点，成
都在列

2017年8月4日
成都市政府发布《成都市开展住房租赁试点工作的实
施方案》

组建国有租赁住房公司；鼓励房企和机构参与到租赁住
房中；对企业和个人的租赁住房实行降税；多渠道增加
租赁房源量。

2017年9月 成都土拍涉及租赁住房 成都主城区内共拍出6块住宅用地涉及住房租赁

2017年9-10月 成都人才公寓土地拍卖 成都中心城区内拍出8块纯人才公寓用地

2017年11月15日
成都编制发布《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
（2017-2021年）》

计划到2021年，全市将新建成各类租赁住房39万套，租
赁住房保有量将达到151万套

2018年1月3日
成都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和规范管理我市住房租赁市
场的意见》

明确将逐步扩大承租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1-3 组建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 “互联网+”租赁管理体系逐渐形成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2月

‖‖‖‖

 2017年8月4日，成都市政府发布了《成都市开展住房租赁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提出：组建市属国有住房租赁公司，形
成政府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多方式多渠道增加房源，鼓励住房租赁消费，构建新型住房租赁综合管理体系，健全法
规，加强市场监管。

 2018年1月8日，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和58集团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成都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的升级完
善展开深度合作。58集团将运用多年租房平台运营优势，全力配合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1+N”的建设思路，更快更好
的推动成都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的完善提升，完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租赁管理体系。



1-4  2017年超36万人才落户 人口涌入助推城市发展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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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一线领军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成都，又以宜

居宜业的天然优势，吸引着全球各类企业、各地优秀

人才竞相流入，尤其是“7.20”人才落户新政正式执

行后，成都户籍人口增长明显，据成都市统计局数据，

2017年户籍人口为1435.33万，较2016年相比有36.4万

人的增长。

（户籍人口）

数据来源：成都市统计局



成都租赁市场租客画像

The Tenant Profile of Loc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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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近九成租客倾向于90㎡以下房源 大户型房源缺乏热度

 2017年1月-2018年3月，成都租客近九成倾

向于选择90㎡以下房源，50㎡以下的租赁

住房需求占比达到43%；50-70㎡、70-90㎡

房源的需求也较大，分别占24%、20% 。

 大面积段（90㎡以上）房源需求则较低，

占比为12%，大户型房源在住房租赁市场上

仍缺乏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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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2-2 超七成租客倾向合租模式

 成都房屋租赁市场需求合租占比较高，超7

成的成都租客倾向于相对经济的合租房源。

 2017年2月的合租人群占比最高达到76%，截

止2018年3月，合租需求仍高于整租。

 从2017年1月到2018年3月，整租流量整体波

动不大，仅2017年春节后和毕业季有一定幅

度上涨。

成都市整租/合租需求量走势

合租 整租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2-3 成都理想人均月租金集中于500-1000元/月

‖‖‖‖

 2017年1月-2018年3月，租客对于不同价格

段房源的需求量差异较大，租客更倾向于选

择500-1000元/月价格段的房源，需求占比

在37.1%。

 月租金在2000-3000元的房源需求集中在武

侯区、成华区，其他区域较少。

 月租金在3000元以上的房源需求量较低，这

和成都当地的收入水平和租房人群类别息息

相关。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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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移动端为租客主要找房渠道 找房高峰在9-12点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用户使用移动端找

房的访问量占比已超过PC端，用户更愿意使

用APP寻找合适的房源。

 成都租房用户找房时段主要集中在早上9点-

12点之间。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成都租客分时段访问量变化图

pc端 tw端 app端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成都租赁市场租客画像

OPINION
成都外来人口、经济实力较弱的刚毕业大学生，
成为了租房的主要人群，租房需求量较大。

这一群体大多属于低收入人群，经济基础决定居住品质，
因此价位低、面积小、合租等性价比较高的租住形式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伴随着一系列租赁政策的利好、租赁住房地块的入市、以及公租房的持续供应，2018年成都租赁市
场或将迎来新机遇，租房人群也将获得更多选择权。



成都租赁市场行情变化

Situation of Rent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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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返城潮”、“毕业季”拉高租房需求

 2017年1月-2018年3月，成都租房页面

访问量占成都站总访问量的52.17%。

 2017年2月返乡回城季、6-8月毕业季为

全年两大求租高峰期。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成都租房需求月度走势



3-2 成都主城区出租房源挂牌量明显高于近郊

‖‖‖‖

 2017年1月-2018年3月，主城区域占比

73.7%，近郊区域占比26.3%。成都出租

房源挂牌量集中于主城区。

 主城区流动人口较多，租房需求高，是

房源挂牌量占比大的主因。

主城（含高新）
74%

近郊
26%

成都市出租房源挂牌量分布占比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3-3 2018年一季度成都人均月租金同比下滑

‖‖‖‖

 2017年成都市（主城+近郊）人均月租金

水平957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同年

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

3243.2元/月，成都市房租收入比已达

29.5%。

 2018年一季度人均月租金为821元，同比

2017年一季度呈现一定下滑，租赁市场的

逐步规范化、租赁住房用地的批量入市对

租金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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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租赁市场行情变化

OPINION
2017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成都在2017年共出让租赁住房用地11宗、可建26万平方米，
开工建设人才公寓和产业园区配套住房7.8万套，配租配售各类保障性住房1.48万套。

在租赁市场的逐步规范化、租赁住房用地的批量入市、建设人才公寓等因素作用下，
2018年一季度人均月租金环比2017年呈现一定下滑。

“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制度，推进实施保障性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制度”
是2018年的成都政府针对租赁市场制定的目标。
在成都市政府一系列举措下，2018年成都人均月租金或不会出现太大涨幅。



成都各区域租赁市场现状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ntal Market in Various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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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各区的租赁房源供应情况来看，高新区的出租房挂牌量最多，领跑成都全市，武侯、青羊等区也是租赁房源供应的主

力。

 主城区和近郊区租赁房的供应量差异明显，郊区租赁市场供应水平相对较低。在近郊区，双流的租赁房源供应量最多。

4-1 成都各区租赁房源供应量高新区领跑

成都各区租赁房源供应情况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虽然武侯区的租赁需求最高，从供应来看，武侯区的出租房挂牌量表现不如高新区，后续需加大供应。

 成都租房需求主要集中在主城区，近郊区租赁需求量约为主城区的40%。其中，双流区的租房需求在近郊各居领跑位置。

4-2 武侯区租赁需求最高

成都各区租房需求情况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目前，双流区以1267元/月的人均租金领跑全市，武侯区人均租金为1266元/月，紧随其后。

 成都主城区（含高新）人均月租金为1060.5元，近郊区县为836.3元，近郊区域与主城区的人均月租金差价正在缩小。

4-3 双流区租金最高 近郊与主城区租金差距正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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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各区域租赁市场现状

OPINION
成都主城区出租房源多以老房为主，虽配套完善但房屋品质不高。

而近郊区域大多为电梯公寓，房屋品质较好，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在近郊区域的配套日趋成熟、地铁线路的开通等
因素影响下，不少租客会更愿意住在房屋品质更好的近郊区域。
目前，主城与近郊租金差价正在缩小，在2018年这种态势或将继续。

另一方面，近郊区域租赁住房市场的需求攀升，市场潜力巨大，房企或加大在近郊
长租市场的布局。



成都品牌公寓市场现状

Situation of High-end A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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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成都品牌公寓需求同比涨幅17.7%

 成都品牌公寓在2017年第三季度的租房需

求明显高于2017年的其他三个季度。

 2018年1月同比2017年1月，成都品牌公

寓同比涨幅为17.7%。

 从月度访问走势来看，2017年6月品牌公

寓访问量为2017年1月到2018年3月最高

值。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成都品牌公寓需求量月度走势



5-2 成都品牌公寓房源供应量各月差异较大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2017年1月-2018年3月，成都品牌公寓房源

挂牌量各月差异较大。其中，2017年4月挂

牌量最高。

 2017年二季度的品牌公寓房源挂牌量环比

一季度微涨6.1%。

品牌公寓房源供应量月度走势



5-3 成都品牌公寓租客偏好整租 租客更看重品质

 品牌公寓单间出租房源供应量较整套出租

房源供应量高出84.3%。成都品牌公寓租

客倾向于整租，整租的需求高出合租

39.5%。

 品牌公寓整套出租呈现供不应求的趋势，

而单间出租供应量和需求量基本持平。

整租 合租

品牌公寓整租/合租供需对比

供应量 需求量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5-4 成都武侯区高收入租房者占比明显领先

 成都主城各区高收入租房者占比前三名分别

为武侯、高新、锦江、青羊，其中锦江区和

青羊区并列第三。

 成都高收入租房者占比最低区域为金牛区，

区域内出租房源多为老旧民房。

 房屋出租与周边大型写字楼、居住条件成熟

度等密切相关。武侯区居住配套成熟完善，

生活氛围浓厚，涵盖桐梓林等高端写字楼密

集区域，囊括了大批高收入租房人群。 成华 高新 金牛 锦江 青羊 武侯

成都主城各区（含高新）高收入租客占比

*注：高收入租客为月收入高于8000元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5-5 成都600-1000元/月价格段品牌公寓供需最高

 成都品牌公寓租金在600-1000元/月价格段之间的房源供应量，以及租房需求都明显高于其他价格段。

 成都品牌公寓供应量与需求量排名第二为1500-2000元/月的价格段，较去年同价格段需求相比，有明显提升。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成都品牌公寓价格段需求量分布
（元/月）

成都品牌公寓价格段供应量分布
（元/月）



成都品牌公寓市场现状

OPINION
据成都市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7年成都市流动人口为619.29万人，品牌公寓的需求量正在逐年增加。

随着支持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出台，政府鼓励机构参与住房租赁业务，
成都品牌公寓或迎来地产领域的下一个风口。

龙湖冠寓、魔方公寓、蜜柚公寓等品牌公寓加入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成都品牌公寓的
发展。

目前成都品牌公寓的扩张能力和盈利能力都面临挑战，或在资产助力下，提升扩张能力和运
营能力，实现轻资产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成都品牌公寓面临的难题。



2018年成都市场展望

Prospect of 2018
06



6-1 展望一：大量人才涌入 2018成都租赁市场有望进一步“破线”

数据来源：成都市统计局

 据成都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成都市常

住人口为1604.4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为1152.81万人，2017年成都市户籍人口为

1435.33万人。2017年成都市流动人口为

619.29万人，在如此大流动人口量的新一线

城市，租房需求逐年攀升。

 据四川移动2018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当前成

都的常住人口中，“蓉漂”一族占比高达

37.2%，仅2017年一年，成都外来常住人口就

增长了12.7万。大规模的人口涌入，势必带

来大规模的住房租赁需求。2018年，住房租

赁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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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展望二：租赁市场逐步规范 供给侧保障助推成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2018年，成都本土“最严限购”与“最宽松落户”

将继续并存共生。

 大量迁入人口初期会选择租房过渡，鉴此，成都市

政府积极推进住房租赁试点工作，搭建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多方式多渠道增加房源，鼓励住房租

赁消费。这无疑在客观和主观上，都为成都住房租

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培育了土壤。

最严限购

最宽松落户

2018年成都楼市现状



6-3 展望三：风口上的品牌公寓，在机遇与挑战下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从长远发展来看，系统化管理的品牌公寓将会是一个

大趋势，需求量也将逐年攀升。2018年品牌公寓发展

的关注点将会是“盈利”和扩张。

 当下的成都住房租赁市场，租客需求仍是以中低价

位、小面积户型为主，配套成熟、交通便利的武侯、

高新、成华等地是租客求租的首选区域。这也将为品

牌公寓的战略制定、市场调整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

•盈利
•扩张

2018年品牌公寓发展的两大关注点



重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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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租赁市场背景概述

The Rental Market
01



1-1  多重政策助推租赁市场供应增加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2月

从国家层面的“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鼓励国有、民营的机构化、规模化

住房租赁企业发展，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机构、物业服务企业设立子公司拓展住房租赁业务”，到重庆地方性的土

拍新规“拍卖+竞自持租赁房屋比例”、“主城新购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取得《不动产权证》未满两年不得上市交易”，多

重政策的刺激和驱动下，重庆住房租赁市场供应将持续增加。

·2018年租赁市场关键词·

政策驱动 租购并举 鼓励发展



1-2  公租房持续供应塑造重庆租赁市场新格局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综合整理

重庆市国土房管局统计显示，目前重庆市共有市级公租房项目22个，已分配投用16个，累计分配23.56万套，惠及60多万

住房困难群众。预计未来三年，重庆主城区将逐步提供6万套公租房（每年2万套）配租和使用。公租房的持续供应，将重塑重庆

租赁市场格局，形成新的局面。

23.56万套

公租房累计分配

6万套（每年2万套）

未来三年公租房供应量



1-3  大量人才入渝拉升重庆租赁市场需求

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直辖市，越来越多的知名大中企业选择入驻重庆。结合重庆市“鸿雁计划”、“千人计划”等一

系列人才引进措施的执行，大量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不断涌入重庆。随之而来的，便是高速增长的住房需求，这为重庆租

赁市场的扩张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时间 要点 概述

2017年4月 鸿雁计划
用5年左右时间，每年引进1000-2000名海内外人才特别是人才团队，为全

市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对人才个人的奖励，最高200万元。

2017年7月 千人计划
3年内培养1000名大数据工程师，推动大数据及智能硬件方向的高端人才

向重庆集聚。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综合整理



重庆租赁市场租客画像

The Tenant Profile of Local Market
02



2-1  合租为主流求租意向 全年需求“淡旺季”明显

‖‖‖‖

 重庆超八成租房者更倾向选择合租。

 2月“返城潮”与6-8月“毕业季”成为年度

求租流量两大峰极。

 合租流量“淡旺”季趋势明显，整租流量全

年走势平稳。

重庆市整租/合租需求量走势

合租 整租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2-2  超四成租房者理想求租面积为50㎡ 以下

 超八成的重庆租房者在求租面积这一项，倾

向于选择90㎡ 以下的房源。

 超四成租房者意向选择50㎡以下房源，近三

成租客倾向选择50-70㎡ 房源。

42.64%

26.52%

17.24%

6.33%

3.67%

1.59%

1.28%

0.73%

50㎡以下

50-70㎡

70-90㎡

90-110㎡

110-130㎡

130-150㎡

150-200㎡

200以上㎡

重庆租客面积段偏好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2-3  重庆的理想人均月租金在1000-1500元

 近八成租房者理想人均月租金在1000-1500

元。

 9.75%的租房者希望人均月租金水平维持在

1500-2000元。

 仅1.6%的租房者能接受3000-5000元人均月租

金。

8.02%

76.84%

9.75%

3.79% 1.60%

重庆租房者理想人均月租金（元/月）

600-1000元 1000-1500元 1500-2000元 2000-3000元 3000-5000元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OPINION

在当前限售、房产税的双重压力下
对于不少重庆市民尤其是外来人口、毕业新生
租住是解决居住问题的主要选择。

同时，这一群体也构成了求租主力军
然而，当前的租赁市场整体仍处在供应相对不足的尴尬境地
受经济实力限制，这一群体的需求意向普遍集中在小面积、中低价位、合租等中低端档位。

随着公租房供应持续增加，住房租赁企业与机构积极入市
2018年的重庆租客，或将获得更多更高品质的租住选择。

重庆租赁市场租客画像



重庆租赁市场行情变化

Situation of Rental Market
03



3-1  月度求租需求差异明显 “返城潮”“毕业季”成两大峰极

‖‖‖‖

 2017年，2月春节“返城潮”和6-8月“毕

业季”是全年租房热度两大峰极。

 2017年8月起，租房页面访问量逐月下滑，

至2018年2月进入新一轮周期，租房浏览量

开始回升。

重庆租房需求量月度走势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3-2  2017年重庆人均月租金834元 4月回温最快

‖‖‖‖

 2017年重庆住房租赁人均月租金834元。环

比涨幅，4月最高，10月全年最低。

 重庆市2018年一季度住房租赁人均月租金

为771元，环比2017年四季度下跌17.8%。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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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春节假期前后，是全年住房租赁市场较为明显的波动期。

春节前的“返乡潮”让租赁市场流失大量需求，导致租金水平下行
而春节假期结束的“返城潮”，又为租赁市场集中带回大量需求，拉动了租金价格的回调
相比较为稳定的四季度，原有租客与新增需求的大幅波动
或是影响租金水平的一大因素。

此外，市场回暖、价格回调带来的明显作用
将集中体现在3月下旬、4月全月
这或许就是4月回温全年最快的主要原因。

同样作用的，还有每年6-8月的“毕业季”、3-4月的“跳槽/求职季”。

重庆租赁市场行情变化



重庆各区域租赁市场现状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ntal Market in Various Districts

04



4-1  主城供需：渝北租房供需领先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2月

‖‖‖‖

 重庆主城9区租房需求量和租房供应量存在

明显差异。

 渝北、江北两区在供应和需求上位于主城前

列，是重庆租房的热区。

 巴南、北碚、大渡口为供需较冷区域。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重庆主城各区租房供需情况

租房需求量 租房供应量



4-2  主城人均月租金：渝北领跑、巴南垫底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2月

 重庆主城9区住房租赁人均月租金为947元，

各区之间租金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渝北以1535元/月/人领跑重庆，高出重庆主

城平均水平588元。渝北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

的区域，较渝中核心地段的房屋新，居住品

质较高；区域内有照母山科技创新城、两江

新区互联网产业园等产业作为支撑，租房需

求旺盛，因此，租金自然上涨。

 巴南区为重庆人均月租金最低区域。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巴南 北碚 大渡口 江北 九龙坡 南岸 沙坪坝 渝北 渝中

重庆主城各区人均月租金（元/月）



4-3  区县人均月租金：石柱最高长寿最低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2月

‖‖‖‖

 石柱住房租赁人均月租金水平超重庆区县均

值，居各区县第一，在重庆主城区及区县中综

合排名第三。

 租金水平最低区县为长寿，低于区县均值低22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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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OPINION

不难看出，发展成熟、配套完备的渝北区
是重庆主城租房群体的首选区域
较为充足的供应，也是渝北区吸引关注的一大优势。

纵观区县，石柱县的人均租金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区域，长寿县明显低于其他区域
这与各区县的产业布局、区域规划以及人口流动都有关联。

受区域成熟度、配套完备度、区域房价、区域规划等因素影响
2018年的重庆各区租房市场，或将持续2017年的态势。

重庆各区域租赁市场现状



重庆品牌公寓市场现状

Situation of High-end Apartment
05



5-1 6-9月为品牌公寓需求旺季

 2017年11-12月为重庆品牌公寓供应量最高值。

 2017年1月租房需求量和供应量均处于最低位。

 2017年9月重庆品牌公寓租房需求量达到最高值，其次是6-8月。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重庆品牌公寓租房需求月度走势 重庆品牌公寓租房供应月度走势



5-2 江北需求旺盛 南岸供应充足

‖‖‖‖

 江北租房需求最大，供应相对薄弱。

 南岸供应充足，供需基本平衡。

 沙坪坝、渝北、渝中、巴南租房需求较大，供应相对不足。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重庆主城品牌公寓租房需求情况 重庆主城品牌公寓租房供应情况



5-3 超9成租房者希望品牌公寓月租在3000元以下

 98.34%重庆租房者意向的品牌公寓的月租金

在3000元以下。

 38.41%的租房者理想月租金在1000-1500元。

 重庆品牌公寓月租金超过5000元，市场接受

度很低。
600-1000元, 

25.38%

1000-1500元, 
38.41%

1500-2000元, 
18.26%

2000-3000
元, 12.18%

小于600元, 4.12%

3000-5000元, 
1.32%

5000-
8000元, 
0.25%

8000元以
上, 

0.08%其他, 1.65%

重庆品牌公寓月租金需求分布（元/月）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5-4 江北成为高收入品牌公寓租客聚集区

‖‖‖‖

 重庆品牌公寓租户中，高收入者主要集中

在江北、南岸和九龙坡。

 江北无论是租房发布信息量，还是租房流

量，均高于南岸和九龙坡。

 九龙坡租房发布信息量占比和流量占比基

本持平，南岸租房发布信息量占比最低。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5-5 30-50㎡ 面积段品牌公寓最受租客欢迎

‖‖‖‖

 七成品牌公寓租客在选择房源时，偏好

30㎡以上的房源。其中，30-50㎡的房

源最受欢迎，占比超4成。
3.73%

22.15%

40.17%

13.74%

12.06%

8.15%

10㎡以下

10-30㎡

30-50㎡

50-70㎡

70-90㎡

90以上

重庆租客品牌公寓面积段偏好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5-6 超7成品牌公寓租客偏向整套租赁

‖‖‖‖

 与普通住房租赁不同，品牌公寓从出租方

式来看，整租占比73.65%，合租占比

23.35%，整租成为品牌公寓主流求租意

向。

26.35%

73.65%

重庆品牌公寓出租方式需求量占比

单间出租 整套出租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3月



OPINION

2017年是品牌公寓的起步之年。
从“租购并举”的政策环境倾斜，到推动住房租赁的城市土地出让新规偏向

2018年的长租公寓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利好环境和成长空间。

数据显示，2017年重庆市场的品牌公寓
从供需来看，需求较大但整体供应薄弱，
从目标客群来看，高收入群体分布较为集中，
从求租意向来看，租客群体对品牌公寓的接受度和期望值，主要集中在中低段位。

2018年，从自身成熟度到市场接受度，品牌公寓在重庆市场还将继续接受考验。

重庆品牌公寓市场现状



2018年重庆市场展望

Prospect of 2018
06



2018年的重庆房屋租赁市场将迎来两大机遇，带来更大空间：

 一是政策倾向。2017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住建部等九

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鼓励国有、民营的机构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机构、物业服务

企业设立子公司拓展住房租赁业务”。

 二是市场供需。据重庆市统计局公报，2017年，全市建成公租房120万㎡；全市外来人口167.65万，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74.23万。照此来看，重庆市现有公租房数量和未来三年6万套的供应，暂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短期内，重庆租赁市场

还需要各类性质的住房租赁、房地产开发等相关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进来。

6-1  推进房屋租赁市场发展是大势所趋 重庆租赁市场空间大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2月



6-2  由购转租 未来租赁市场供需结构将改变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综合整理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2月

‖‖‖‖

 房屋租赁市场与新房、二手房市场之间，历来是息息相关的。这一关系，在2018年仍将明显存在。随着重庆市限售、房

产税政策的调整与深化，部分客流或将从新房、二手房市场分流至房屋租赁市场。

 由购转租带来的供需结构的改变，将制约重庆房屋租赁市场的发展走向。这一制约关系，短期内还将持续明显作用。

时间 要点 征收对象及标准

2017年1月 重庆房产税

1.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

2.个人新购的高档住房。高档住房是指建筑面积交易单价达到上两年主城九

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2倍(含2倍)以上的住房；

3. 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首套及以上的普通住房，

税率为0.5%。

2017年9月 重庆限售
首次出台限售，主城区新购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房住房须取得《不动产权证》

满两年后才能上市交易



6-3  自持类土地入市 长租公寓未来市场供应将增加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2月

 2017年8月初，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发布土地出让公告，新增规定：竞买人有2家及以上（含2家），采用“拍卖+竞自持租

赁房屋比例”方式。此外，还增加了“竞自持租赁房屋面积比例”、“竞自持租赁房屋年限”两次竞报阶段，并明确规

定“自持租赁房屋在自持期间不得进行转让和抵押”。

 纵观重庆市场，目前以自持租赁房屋形态出现的物业项目，一类是长租公寓，一类是大型自持商业。不难看出，未来在

重庆市场上，将顺势出现一批以长租公寓为主的自持类房屋租赁项目。

政策 时间 要点

重庆主城土拍新规 2017年8月

1.竞买人有2家及以上（含2家），采用“拍卖+竞自持租赁房屋比例

方式” ；

2.竞自持租赁房屋比例通过三步走；竞地价，竞自持租赁房屋面积

比例，竞自持租赁房屋年限。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综合整理



6-4  低总价小户型或是未来重庆品牌公寓市场主力需求

数据来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截止时间2018年2月

 从目前重庆租房群体对于品牌公寓租金价位的偏好来

看，98.34%的重庆租房者希望品牌公寓人均月租金在

3000元以下，4成租客偏向30-50㎡的小户型房源。

 低总价、小户型产品，将是未来重庆品牌公寓市场的主

力需求。

 这对品牌公寓2018年在重庆市场的布局，有着一定的指

向作用。

2018年重庆品牌公寓市场主力需求

• 小户型
• 低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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