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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换大，改善居住空间；以远换近，节省更多时间；以大换小， 降低生活成本 上海越来越多有房一族开始租房

有房族变身换租族“曲线救国”招租难、搬家贵“烦恼不少”
有的是因为孩子读书，不得不全家出来租房；有的是因为工作交通方

便需要，在单位附近或者地铁口租房；有的人则是因为经济压力，把自己
的房子租出去，然后再租个小房子以便于赚取差价……明明拥有自己的
住房，但是不少上海市民因为各种原因成为了“换租族”。

据某知名租房企业市场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针对换租者居住观察报
告显示，在上海，自身拥有住房，仍需要另租房满足居住需求的“换租族”
的住房需求为8000多套，略低于上海825万户总家庭户数家庭的1%，在
租房大军中占比在6%左右，却有增多趋势。但是租房的不稳定性、搬家
成本高也让这些“换租族”面临不少烦恼。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以前感觉租的房屋没有
家的感觉，但是身边的不少人
都在租房，年轻的、年纪大的，
只要有生活上的需要。”“60后”
赵先生说，摇身成为换租族，就
是为了生活方便。

赵先生一直在闵行开发区
一家医疗企业从事研发工作，5
年前在单位附近购房，每天走
路上班不到20分钟，很适合经
常加班的节奏。当时赵太太在
漕宝路附近工作，开车上班也
还能接受。今年赵太太跳槽
后，在人民广场附近上班，上班
时间太长，他们决定先在1号
线附近租一套租金 6000 元以
内、两人上班时间都在1小时

内的房子，自己的房子以每个
月3000的价格直接租给了赵先
生的同事。

同样，“60后”的黄先生以
每月12000元的价格把自己古
北的房屋租借出去后，以每月
16000的价格在新天地租借了
一套房子。黄先生说，城市的成
熟程度越高，城市压力、城市便
利以及城市发展，都会带来新的
释放，换租的原因也会越来越
多。在他的身边，“80后”和“90
后”是换租一族的主体，但是大
家的观念都在慢慢改变，“60
后”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和一般的房客不一
样的一点，因为有以租养租的

基础在，所以换租对租金的承
受度相对高一些，所以在某种
程度上，我们对房屋的品质要
求也会相对提高。”黄先生表
示，换租人群涵盖了各个年龄
阶段和人生阶段的人群，大家
换租的目的各不相同，价值观、
消费观、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区
别，但殊途同归之处在于——
为更接近当前和未来的生活规
划，而选择换租。

在换租者居住观察报告，
记者看到，“80 后”是换租族
的主要群体，占比为 48%，“70
后”和“90 后”分别占比 24.3%
和 18.6%，而“60 后”及以上占
比为9.2%。

36 岁的刘女士最近有点
忙，她看了一个月的房子，想租
一套能够满足一家五口、祖孙
三代居住的房子，并不比买一
套轻松多少。

2009年，刘女士和老公在
中外环买了一套小两室婚房，
成了有房族。2012年女儿出生
后，父母来帮忙带孩子，小房子
立刻变得有点局促，父母也总
嚷着老家有大房子，要把外孙
女带回去照顾。

刘女士和老公割舍不了跟
女儿分离，又想让父母舒心，所
以那几年她几乎全副心思都在
想，怎么能换套大房子，2015年
上半年，在自己的努力和全家

帮助下，在附近又买了一套120
平方米的三房，还款压力挺大，
好在还能坚持，小房子出租也
可以略做补贴。

这两年夫妻俩的收入上升
挺快，当初的还款压力已经不
再是问题，开始考虑女儿上学
的问题，附近的学校都一般，于
是她们卖掉了小房子，在徐汇
区置换了一套更小的房子。

女儿马上要读幼儿园，徐
汇的小房子无法容纳一家子，
暂时无力换更大的房子，他们
选择把两套自有住房都出租，
在徐汇租一套大房子住。时隔
八年再租房，刘女士说除了找
房子、搬家和其他琐事交织，的

确有点心累外，租房本身自己
和老公都很接受，相比年轻时
的租房很不同，现在更清晰和
笃定自己是为什么选择，而且
选择空间比以前大很多。

刘女士告诉记者，也有朋友
劝她把两套房子卖了，直接换一
套大的，但刘女士有自己的考
虑：公公婆婆年纪大了也要来上
海，希望给他们备一套，既然现
在能维持，就不要轻易妥协了，
女儿小学毕业前，看情况能不能
再换一套徐汇大一点房子，如果
不行，就让女儿初中住校，全家
搬回中环外，这几年注定租房，
不过与自己想要的生活正在逐
渐接近，换租的生活却也不错。

眼下一线城市房价涨了不
少，许多年轻人就选择在次中
心或者郊区买房。房子是买
了，可上班又不方便了。不得
已之下，这群年轻人选择成为

“换租族”。
刚工作三年的市民小张告

诉记者，他是去年年底结的
婚。“女方家虽然没有明说，但
是丈母娘的意思是必须稳定了
才能结婚，意思就是要男方先
买房才答应婚事。”小张说，可

是当时手里的钱，如果在市区
买房最多只能买个 10 平方
米。考虑之下，自己只能“曲线
救国”了。结婚前小张在青浦
购买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二室
二厅的房屋。“结婚住的话肯定
没问题了，但是从新家到两人
的单位，公交换地铁基本上都
要1个半小时，实在太远了，所
以我们将新房租了出去，又在
长寿路地铁口附近租了一套两
室的房子。”为了工作方便，小

张夫妇成了“换租族”。
小张告诉记者，“首次置业，

我购买的楼盘在目前看来较偏
远，但有较好的规划，预期房价
会升值，因此暂时并不抛售，我
把那套住房租出去，每个月也有
2500元的房租收入。”小张说，现
在看来当初这个选择是对的，买
的房子也涨了一些，避免了个人
资产流失，等到合适的时机他会
卖掉青浦的房子，再在市区购买
一套合适的房子。

虽然有了两套房但时隔八年再成换租族

为结婚，买郊区房到市区租房“曲线救国”

为了生活方便，60后也“赶时髦”成换租族

按照习惯，市民往往将居住需求的更新投射到购房市

场，而实际上，租房更及时地承载了大多数人的居住需求更

新。“换租”因低碳、环保，能节省时间、改善居住条件，不用为

大笔的购房款发愁，正受到部分年轻人的青睐。

生活轨迹快成为换租主旋律
据统计，目前上海总家庭户

数达825万户。超大规模的家庭
基数，产生的居住需求注定会千
差万别，也注定换租需要也会形
成庞大的居住市场。记者采访
中发现，大多数换租族是为了节
省时间，适应快节奏的城市生
活。而根据换租者居住观察报
告显示，41.6%的人群选择成为
换租族正是为了解决自己上班
通勤距离问题。

记者在真北路上的一家房屋
中介采访时，遇到了正在找房子
的小周。三年前，90后小周在家
庭的资助下，在金山买了一套新
房，去年交房装修后，自己满心欢
喜的搬进新居，销售的工作性质
弹性很大，但一个月不到就又重
新跑回市区，主要是圈子都在市
区。房子租给了自己在附近某家

IT跨国企业上班的同学。因为工
作需要，小周最近打算中环外找
个3000元左右的一室一厅的房
屋。“如果住在金山，出行成本实
在太高了，而且每天需要早起晚
归，我身体也吃不消。”小周笑称
要赶紧找个女朋友，两人租房还
是会比一个人划算不少。

对此，上海链家首席市场分析
师张月表示，随着城市纵向发展越
来越快，更多家庭的规划和远景目
标在快速发生变化，不可避免的需
要更为匹配的居住条件，因此改
善型居住需求会越来越多。“通
常情况下，大家都认为改善是通
过换房来实现的，实际上通过换
租实现也是一种选择。”张月分
析称，通过换租时条件的取舍尽
量求全，去完成“资源置换”，是
很多年轻换租族热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