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季度北京新房供应量降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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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今年一季度北京新增
商品住宅期房项目

24

个，总供应
5828

套，比去年同期
下降

18.3%

。另外，截至
3

月底，北京商品住宅库存量为
65453

套，比去年年底共减少
1.6

万多套。

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张旭认为，今年一季度北京商
品住宅市场远好于去年同期，但新增供应量却没有出现
突破。一方面，前两年土地成交量大幅减少，供应上游受
阻；另一方面，政策收紧，导致开发商对后市产生观望情
绪。

不过，从
3

月成交表现来看，北京商品住宅市场下
行可能性较小，预计

4

月之后供应量会出现明显上涨。

一季度较长时间的低供应， 使库存量持续下降，频
繁探底。开发商库存压力降低，主动降价可能性降低，价
格上涨压力依然存在。

据统计，

3

月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
21156

元
/

平方
米，环比

2

月微涨
0.2%

，与
1

月相比下降
9.1%

。 张旭认
为，自

2

月份以来，商品住宅市场刚需占比上升，且结构
较为稳定，这是造成

2

月份和
3

月份价格较
1

月份明显
回落的主要原因。

今年一季度供应量小，成交量持续高位，短期供需
矛盾较为突出，在售项目销售速度较快，尤其近期入
市的热销项目， 不存在主动降价的可能。 但是，近
期公积金贷款收紧，北京“国五条”细则落地，对开
发商预售报价监管程度有可能加深，改善性需求受
到抑制，涨价难度增加，在一定时期使价格维持相对稳
定。

（据《中国证券报》）

2013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娟电话：

6203145

版面设计：陈艳校对：陈亚莉

楼市时评

住建部：今年保障房基本建成 470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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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
9

日发布的
通知强调， 努力增加保障性住房有效
供应。

通知表示，加快落实年度建设任务。

2013

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任务是基本建成

470

万套、 新开工
630

万套。 各省
(

区、市
)

住房城乡建设
(

住房保障
)

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督
促市、 县尽快将确定的年度建设任务落
实到具体项目，抓紧开展立项选址、征收
补偿、勘察设计、施工手续办理等前期工
作。 加快完善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库，及时录入

2013

年度新开工、基本建
成项目。

通知提出，积极推进棚户区
(

危旧房
)

改造。国务院决定，本届政府任期内改造
各类棚户区

(

危旧房
)1000

万套以上。 各
地住房城乡建设

(

住房保障
)

部门要在当
地政府领导下， 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
沟通协调， 明确职责， 协力推进棚户区
(

危旧房
)

改造。加快推进集中成片棚户区
改造， 着力抓好资源型城市及独立工矿
区棚户区改造，积极推进非成片棚户区、

零星危旧房改造， 逐步开展城镇旧住宅
区综合整治， 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 到
“十二五”期末，力争基本完成集中成片
棚户区改造。

通知强调，要把加快建设进度、完善

配套设施放在重要位置， 切实增加有效
供应，让困难群众及早入住。加大配套设
施投入力度， 做到配套设施与保障性安
居工程项目同步规划、同期建设、同时交
付使用，确保竣工项目及早投入使用。加
快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方便群众入住后工作、生活的需要。未按
规划完成基础设施配套， 达不到入住条
件的项目， 不得组织验收； 验收不合格
的，整改前不得投入使用。

通知称，

2013

年底前， 地级以上城
市要明确外来务工人员申请住房保障条
件、程序和轮候规则。

（据《中国证券报》）

网友热议功利性离婚

“假离婚”是伪命题

近日，随着国务院房地产市场调控
措施及各地配套细则出台，多家媒体爆
出各地“功利性离婚”现象增多的新闻，

引发网友热议。

所谓“功利性离婚”，是指夫妻双方
通过“假离婚”来规避政策，以达到避
税、获取优惠房贷利率等目的。 一名新
浪网网友认为， 面对高不可攀的房价，

买卖房屋是一个动辄关乎家族利益的
行为。 作为普通老百姓，一套房屋就可
能倾其一生的存款，人们有目的地避免
家族利益受损，无可厚非。

新浪微博网友“李伟民律师”则提
醒，“假离婚”是伪命题，为规避“国五
条”去离婚不是“假离婚”，因为会产生
真离婚的法律后果。 这不是弄假成真，

而是本来就是真的。

网易网友“云无心”也认为，说是“假
离婚”，实际上只有当事人这样认为，因
为离婚证在法律上是生效的。 “假离婚”

后，如果一方有了单飞想法，就可以名
正言顺地自由离开。 所以奉劝这些“假
离婚”的人，可别为了省点钱，把婚姻弄
丢了。

“这是贪婪的问题。 离婚的代价太
低了，婚姻不再神圣了。 ”一名新浪网网
友说。

光明网网友“房清江”说，或许调控
政策制定得并非完美，但是为了利益而
把家庭和夫妻感情当成儿戏，这种投机
行为决不可取。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如果“功利性
离婚”是个别情况，那么是个人对婚姻
不够尊重。 但如果出现较多，说明政策
方面有很多有待完善的空间。 对于既定
的政策设计，民众最理性的保障自身利
益的方式，恰恰就是利用政策中唯一有
利的条文———离婚分户。 因为现实摆在
这里，买房关系到家庭的富裕，也关系
到下一代的成长需要。

搜房网网友“毛建国”说，多数人是
为了改善住房才选择离婚。 在这样一个
风险无处不在的社会， 爱情的保鲜度急
剧下降，家庭的黏合度日渐走低，楼市有
风险，感情的风险更大。可谁没有这么一
点风险意识？ 若有他法，有几个人会在
一个“感情风险社会”，选择走钢丝？

网友“杨遴杰”指出，婚姻在本质上
包含着夫妻间财产安排这一项最重要
的内容，现在却在夫妻间硬生生插入了
一个政策影响因素。 离婚考虑的不是夫
妻间的财产安排问题，而是夫妻如何以
解除婚姻的方式，更多地获得两个离婚
者的共同利益。

“功利性离婚”现象并非首次出现，

为了转移财产、规避债务、获取拆迁补
偿，甚至为了拿到供暖费补贴，不少人
都不惜拿婚姻当赌注。

一名求是理论网网友说，不少政府
部门在制定政策时， 往往以家庭为单
位， 一些补贴和福利政策是以户为单
位， 为了获取这些政策带来的福利，离
婚往往成为成本最低和最有效的手段，

这无形中鼓励了一些人为利益而随意
离婚。

一名腾讯网网友认为，功利性离婚
之所以形成潮流，是因为各项改革措施
整体协调性较差，针对交易之物而非交
易者的非人格化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
来。 要避免出现因政策而离婚的情况，

需要加快市场与法制建设步伐。

法制网网友“张思宁”认为，这表面
上是通过钻政策漏洞来谋取更大的金
钱利益， 显示的是一些人的小聪明，但
实际上折射出逐渐尝到市场经济甜头
的人们普遍缺乏信仰，金钱至上的扭曲
信仰让人们大摇大摆地作出一些荒唐
行为。 通过离婚虽然能带来经济价值，

但人们还是要坚守住一些道德底线，有
很多事情可不是钱能够换来的。

（据《中国青年报》）

城镇化不应是房产商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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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轰轰烈烈的城镇化，离不开造房、造路、造
城， 而在这一切过程中房产商自然不能缺席。 可以
说，房产商理应担当城镇化重要推手的角色，在这一
历史进程中应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

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 农村人口往城镇
集聚。 城镇的人口增加了， 住房需求自然也就上来
了，相应的其他需求也会增加。造房子，造商场，这是
城镇化必不可少的一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城镇化
是房地产开发的重大利好，这本也无可厚非。

但是决不能把城镇化仅仅理解为是房产商的一
场盛宴，否则城镇化将误入歧途，刚刚开辟新战场的
房地产业也将陷入无法自救的困境。 如果说城镇是
未来数十年中国楼市的一个新征程的话， 那么这个
征程，应该避免一些大城市过去走过的弯路。

如今一部分大城市因为过高的房价， 创业和居
住成本大增，经济活力大受影响。 如果城镇化过程中房
价出现暴涨，农民进城的成本过于高昂，显然将会使得城
镇的人口凝聚力大大下降， 甚至会出现城镇人口向农村
回流的恶果，到那时中国的城镇化将功亏一篑。 而失
去城镇化这个最后的契机，中国楼市又将何去何从？

实际上这并非危言耸听。 一些城镇在快速扩容
的同时，房价出现了暴涨，当然这跟最近几年中国楼
市的发展大背景有关，也跟这些城镇过快成长有关。

一旦出现“房吃人”的现象，农民进城之后感觉生活
压力太大生活品质反不如从前时， 这就跟城镇化的
初衷背道而驰了。

在业内， 不少人认为城镇化过程中房价必暴涨
无疑，这是由城镇化过程中的供需矛盾所决定的，但
是城镇化和房价暴涨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比
如进城农民更多的是通过房屋和土地置换的形式获
得住房，而不是通过市场，这就有助于稳定房价。 房
产商的机会则在于，更多地参与城镇公共建设，尤其
是一些大型公共工程、商业配套项目的开发。对于一
些居住条件得天独厚的城镇， 则可以因地制宜地开
发一些养老公寓。

此外，并非所有的城镇都适合房产商大举进军。

同样是城镇化，但是城镇之间地理位置、经济基础、

人口规模会千差万别。 有的城镇对房产商而言确实
是个机会， 但有的城镇却机遇寥寥， 可能就是个鸡
肋。不少理性的开发商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毕竟在商
言商，眼看着要亏本的买卖没有理由去硬扛。

（蒋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