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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旺季，今年房屋租赁
市场的行情怎么样？青年报记
者近期走访了多家中介机构。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租
金就一直在跌，虽然现在是毕
业季，需求旺盛，但只是（房
子）好租一些，能够比较快租
掉，租金并没有水涨船高。”浦
东花木地区一家链家的工作
人员介绍说，以旁边一个老小
区为例，57平方米的两房往年
能租到近6000元，而今年已经
跌到了 5000 元左右，“5000 元
还是装修比较好的情况，如果
装修差一点的，基本就4500~
4800元了。”

花木地区另一家房产中介
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周边
小区房源的租金普遍下降了
10%~15%，“隔壁小区70 多平

方米的大两房，原先能租到
6000 多元，现在基本也就是
5000元出头一点。”这位工作人
员介绍说，租金之所以比往年
普遍下降，主要还是房源比较
充足，“现在毕业季，租房的大
学生多，但空置的房子也很多，
所以价格上不去。”

采访中，不少中介工作人
员透露，今年租金普遍有所下
降，除了本身房源就比较充足
外，大量保障性租赁住房投入
市场，也对租赁价格产生了一
定“冲击”。一位中介人员表
示，以花木地区为例，7月底，
某小区就将推出100套保租房
房源，“租金 80 元/平方米，统
一精装修，而且租金也相对稳
定，这种（房子）对大学生来说
肯定更有吸引力。”

租房行情怎样？签约如何避雷？
毕业季催生租房热，这份租房指南请收好

随着又一届毕业生离开校园走上工作岗位，加之各地优秀人才涌入，6月以来，上
海租赁住房市场需求不断增加。青年报记者走访不少中介了解到，随着今年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招生“尘埃落定”，一些9月即将跨区就读的新生家长近期也在加紧看房租
房，使得租赁房市场需求更加旺盛。在这个租房旺季，消费者租房过程中容易踩哪些

“坑”？要如何“避雷”？青年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见习记者 林千惠

无论是初入社会的应届毕

业生，还是陪娃读书的家长，租

房时都怕“踩坑”，那么，如何尽

量“避雷”呢？上海都邦律师事

务所律师徐佳乐给出了一些建

议提醒。

徐律师说，作为承租人，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时，首先要确

认房屋产权归属，优先选择与

产权人直接订立租赁合同。“若

产权人授权他人代为签署租赁

合同的，则需将授权文件作为

租赁合同的附件，以便证明被

授权人签订租赁合同的有效

性。”房屋交付时，应对水、电读

数，室内家具、家电等一一确

认，包括家具的新旧程度，损坏

情况、家电运转等。

针对一些不容易发现的房

屋问题，实地看房时可选择暴雨

过后，以查验房屋是否存在漏水

情况。着重注意卫生间是否存

在返水、漏水、马桶抽水等情况。

费用方面，除租金外，还应

就物业管理费、网络费用、停车

费等其他费用由谁承担、如何承

担等，进行明确约定，以免后续

产生纠纷。同时，房屋本身及出

租人提供的设施、设备、家具发

生非因承租人原因损坏的，由谁

负责维修、更换也应约定明确。

徐律师提醒说，在工作尚

未确定的情况下，不建议签订

过长的租约（1年以上），以避免

因更换工作地点而提前解除租

赁合同导致承担违约责任。

记者近期走访了多家中介机构。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即使真的满意房子，和房东
沟通顺利，也不代表就万事大
吉，签合同过程中也不时有“雷
点”。石瑞就曾遇到过含糊不清
的合同，合同里规定“物品损耗
需业主赔偿”，但她认为，正常的
损耗与租客弄坏的损耗不同，更
不用说很可能房子本身就存在
问题，她坚决要求更改，房东才
进行了调整。

“我租房合同里的押金数额
都写错了。”应届生小刘吐槽说，
原本是 2620 元一个月，写成了
3620元，他告诉房东，房东才发
现，随即改了过来。尽管是无心
之失，是房东电脑打错，但小刘
觉得，如果他没发现，也有后患
存在。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来
说，尽管法律合同令人头痛，但

不得不重视。
由于房租压力等因素，不少

毕业生在租房时会选择合租。
对此，小刘提醒说，合租需谨慎，
和室友相处情况等都要考虑
好。大学期间小刘曾在外租房
过一段时间，与合租室友闹得很
不愉快。“每个人作息的时间不
一样，我比较晚，他比较早，他
起床就开始放声歌唱，真的很
吵，说了好几次都没用。”还有
一些基本的卫生问题，由于习
惯 不 同 ，也 和 对 方 产 生 了 矛
盾。小刘建议应届生们，在租
房前要想好是否能和别人相
处，因为租房很可能与想象中
的互不打扰的状态完全不一
样，而一旦矛盾产生后再解决，
又会耗费很多精力。

租房雷区调查

翻资料，查攻略，做笔记……
6月以来，很多应届生手拿租房
费，如火如荼地上了踏入社会的
第一课——租房。

“在订下我现在这个房子之
前，我大概看过七八套房子。”应
届生刘星雨掰着指头算。为了
在搬出学校宿舍前找好居所，一
个多月来，她在租房软件连轴

“刷”房，然后线下看房了解实
况。她坦言，在公司通勤距离、
房租费用等常规事项之外，她更
多的精力都耗费在了“踩坑”上。

刘星雨管踩过的其中一种
“坑”叫“引流”。最开始租房时，
刘星雨会在各种平台搜索房屋
中介租房信息，其中有些房子令
她一眼惊艳，不但装修好，价格
也低。但等她私信询问具体房

源信息，中介都回答已经租出去
了，只能看其他的房子。连续遭
遇几次类似的情况后，刘星雨才
恍然大悟，原来这只是一种话
术。“可能它是很早之前的房
源，租出去之后中介也不下架
的，就专门用来吸引租客点进去
看，等你联络到中介他们会说已
经租掉了，然后带你看其他的房
子。”

除此之外，刘星雨还发现了
一些其他的租房套路。比如，有
的中介会先带租客看两三套一
般的房子，再去看一套品质不错
的房子，有了对比，租客更容易
会心动租房。“还有的中介，会表
现得房子很抢手，说这最后一套
啦，让你有紧张感，赶紧出钱
租。”刘星雨说。

引流“图文不符”

在网络上“刷”房时，刘星雨
注意到不少年轻租客都提醒大
家小心“串串房”。这种房子一
般是老房改建而成，装修成年轻
人喜欢的ins风，但其实漆墙材
料、家具等都十分廉价，一般都
是密度板，甲醛超标。

根据这套标准，刘星雨看房
时进行了观察，发现不少“嫌疑”
房。她表示，一般明显些的，一
进去就有股味道，还有些装修风
格高度相似，却难以判断。为
此，她特地买了甲醛检测剂悄悄

拿着测试。“我买的是比色那种，
一开始要把房间先密闭一小时。”
刘星雨检查的重点位置是衣柜和
床头，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
方。她表示，目前没检测出什么，
不过为了安心，等真正入住后会
请专业人员来做甲醛消除。

记者注意到，在社交平台
上，有不少教大学生租房时如何
识别“串串房”的建议和提醒，比
如装修很新且有网红感、家具家
电多为杂牌、只有中介没有房
东、气味大等。

千万小心“串串房”

租房合同有“雷点”

租房时想“避雷”
这些要点要注意

[小贴士]

除了刚刚踏入社会的应届
毕业生，近期忙着看房的，还有
不少9月份即将跨区就读的新
生家长。

今年5月下旬，吴女士的孩
子摇中了普陀一所民办学校，
她立即就着手看房子搬家。

“我们原来住在浦东，也是租
的房子，孩子摇中民办学校
后，肯定要尽量租到学校附近
的。”吴女士说，经过 20 多天
找房子、看房子，6月中旬她就
确定了一套学校附近的房子，

“54 平方米，月租金 4600 元，

中 介 说 往 年 这 个 房 子 都 是
5000多元的。”

同样要跨区陪读的赵先
生，近期已经冒着高温看了十
几套房子。赵先生家住浦东三
林，9月份孩子将到普陀区甘泉
地区一所学校读书，“家里离学
校20公里，每天接送太远了，太
耗费时间、精力，所以想在学校
附近租个房子。”赵先生表示，
这么多房子看下来，就他了解
到的行情，学校附近的“陪读
房”租金也比往年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

租房需求旺盛 但租金普遍下降

学校附近“陪读房”租金较往年有所下调

租房市场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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