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惕地方政府打折楼市调控

� �

截至目前，大部分地方城市出
台的“国五条”实施细则相继“满
月”， 但总体来看执行效果不甚理
想。 统计数据显示，

4

月份以来很
多城市的住房成交量虽然环比出
现大幅回落， 但同比并没下降，并
且价格仍在小幅上涨。这表明房价
上涨压力犹存， 市场走势尚不明
确， 楼市调控之路依然任重而道
远。

之所以在此强调要警惕楼市
出现新的报复性反弹风险，最重要
的原因是“国五条”看似很严厉，但
很多地方在自己的实施细则中“掺
进去了不少沙子”。 其实除了北京
严格执行“

20%

的交易税、京籍单
身限购一套房”等措施外，很多城

市的调控细则过于宽泛、缺乏针对
性和诚意。 比如昆明、济南等地只
是对调控提出了“继续落实限购限
贷政策、保持房价稳定”大而化之
的目标，杭州、南京等多个地区还
出现了“一句话”细则。这说明很多
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在楼市调控
的动力和目标上依然存在着不小
的偏差。

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算盘里，将
房价维持在稳定的上升通道，为
GDP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才是上
上之策，它们压根就没打算将房价
降下来。 在这种语境下，各地的开
发商都不是傻子，它们当然有足够
的底气去做“所谓的和购房者进行
市场博弈了”。 只要楼市调控的大

环境稍微有所松懈，房价再现报复
性的反弹也就见怪不怪，甚至是顺
理成章了。 这也是楼市调控“十年
九调，屡调屡涨”的深层次原因之
一。

但是，房价再次狂飙的空间在
逐渐变小已是不争的事实。 首先，

中央政府不断重申要坚持楼市调
控不动摇，除了防范楼市泡沫过大
给中国经济造成的风险之外，更重
要的是要促使经济结构由地产驱
动向创新驱动、由投资驱动向消费
驱动转型，这意味着政策层面不会
容许房价肆无忌惮地乱涨； 其次，

京沪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远远
超过了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房价
如果继续大幅上扬，只会导致刚需

的无奈离场，靠投机支撑的楼市又
能支撑多久？

当前，令无房一族最为害怕的
是， 房价温水煮青蛙似的上涨，让
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潜在刚需购买
者在恐慌之中出手后， 承担的则
是未来几十年沉重的还贷压
力， 以及在其他生活消费等方
面支出减少带来的生活质量的
降低； 而没有经济实力的无房
一族， 依然逃离不了这场房价上
涨带来的间接财富洗劫。据有关报
道显示， 北京

10

年内房租涨了
3

倍，而业内人士认为今后年涨
10%

将成为常态，这意味着租房者面对
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显而易见，无论是从中国经济

发展的前途考虑，还是从民众的福
祉来看，促使房价合理回归都是不
可回避的历史重任。要想使此轮房
地产调控不再重蹈覆辙，恐怕还得
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才行：一是
要加强已有政策的执行力度，对一
些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做法，要进
行严厉地问责，这是最为迫切的任
务；二是要尽快推出促使房地产健
康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要从短期
的行政性限购限贷等措施向房产
税、保障房等方面发力，真正挤压
出投资投机需求；三是要进一步理
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加
快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让地
方政府真正从土地财政的依赖中
走出来，这是解决房价不断上涨的
根本之道。 （钟合）

今年全国保障房用地
全部审批到位

记者
22

日从国土资源部获
悉， 为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在全
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座谈会、保障
性住房分配和运行现场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确保

2013

年
全国

633

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
顺利开工，国土资源部积极采
取措施， 加大用地保障力度，

对报国务院批准用地城市中
心城区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提
前单独组卷报批。 截至

5

月
13

日， 国务院批准了
80

个城市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2013

年
报国务院批准用地城市中心
城区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审批
工作圆满完成。

记者了解到，根据现行规定，

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一
年汇总报批一次。 按此报批程
序，难以及时满足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用地需求。 国土资源
部本着民生优先、特事特办的
原则，提前介入，采取单独组
卷的方式加快用地申报和审批。

同时，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由国
土资源部安排计划指标， 确保用
地需求。

据介绍， 全国有
106

个城市
中心城区内的新增建设用地需
报国务院批准，其他城市用地
依法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今
年，

106

个城市中有
80

个城市
提出了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增
建设用地申请， 其余

26

个城
市主要使用存量用地。 按照各城
市提出的

2013

年中心城区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 国务院批
准了

80

个城市保障性安居工程
用地

4493.9527

公顷， 做到应保
尽保。

根据要求，保障性安居工
程用地批准后，各城市政府应
抓紧向省级政府申报用地实
施方案，落实征地补偿安置
和耕地占补平衡，切实维护
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省级国
土资源部门要及时审核，严格
把关， 督促城市政府加快征地
供地。 国土资源部将密切跟踪
用地实施情况，督促指导各地
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实
施工作。

（据《上海证券报》）

楼市时评

楼市调控政策重估在即

行政手段或择机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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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记者
22

日获
悉，近日召开的房地产行业内
部会议透出信息，针对现行的
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有关方
面正在研究和观察。一段时间
后， 若调控效果无明显起色，

不排除调整政策的可能。

“新国五条”出台至今已
近两个月，多地楼市成交量暴
跌，但房价上涨压力仍存。 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4

月
70

个大中城市中
67

个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房）价格
环比上涨。

分析人士认为，政策出台
后， 市场成交量出现大幅波
动， 不少城市住房供应量减
少，房价上涨压力犹存，恐使
调控落入“越调越涨”的怪圈。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针
对当前市场变化，决策层正在
研究评估，拟经过一段时间观
察后，决定是否对政策进行调
整。

“新国五条”出台后，个别
条款引发市场争议。 其中，二
手房个税新政已致多地二手
房成交量出现腰斩。各地在落
实政策的过程中，也祭出“限
价令” 等行政色彩浓厚的手
段，造成市场供应短缺，房价
上涨预期强烈。

事实上，尽管政策条款严
厉，但不少地方变相涨价等行
为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政策效果。 近期，北京等地
频繁拍出高价地，也凸显出房
企对后市的看涨心态。

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决策
层对房地产调控表态甚少，意
在淡化调控并观察效果。若未
来房价继续上涨，市场指标始
终没有起色，不排除最快在今
年下半年对政策的个别条款
进行调整。

在推进城镇化将继续释
放大量住房需求的背景下，行
政色彩浓厚的调控手段恐不

利于房地产市场稳定，进而影
响城镇化进程和经济走势。多
家机构认为，“去行政化”将成
为未来调控方向。

房产税可能是上述“长期
调控”手段之一。 中国证券报
记者获悉，多地房产税试点方
案已经上报，在上海、重庆试
点两年多之后，不排除该税种
年内扩大试点。

房产税试点短期内或小
范围扩围，且可能主要针对增
量房屋征收。差别化信贷和税
收政策未来将成为常态。对于
行政色彩浓厚的住房限购政
策，可能伴随土地、户籍等制
度的改革而逐步放开，但短期
内仍将存在。

多数分析认为，未来一段
时间，房地产市场可能保持温
和复苏走势， 但从成交量、景
气指数等指标来看，市场仍会
处于阶段低位。

(

据《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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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二手房成交回暖
未来价格或继续小幅上扬
� � � �

伴随着市场对于楼市新政“国五条”

细则的消化与调整， 上周多地二手楼市
的成交量趋于回暖， 且各地均有较明显
的迹象。业内预计，未来二手住宅价格将
继续小幅上扬。

据二手房数据监控中心数据显示，

5

月
13

日至
5

月
19

日监控的
26

城市二
手住宅挂牌价格环比上周

12

升
14

降，

共有
19

个城市环比涨跌幅在
1%

内，整
体挂牌价格维持稳定态势。

根据深圳中原地产的监测， 上周深
圳二手住宅成交

1511

套，成交套数再增
两成。 从各区看，仅龙岗区减少了

4

套，

但仍为全市成交最多的区域； 其他各区
的成交量都上升。 上周二手住宅的成交
均价为

23395.14

元
/

平方米，环比上涨了
6.22%

。

北京方面， 二手房数据监控中心数
据显示， 上周二手房住宅挂牌均价为
37628

元
/

平方米，环比上涨
1.88%

。近期
北京二手房挂牌价格一直处于震荡上涨
趋势中，涨幅较之前明显放缓。如今北京
二手房价格依然稳中有升， 虽然一直处
于波动之中，但大趋势还是上涨的。

上海中原地产研究咨询部调查了解
到，

5

月上旬二手房市场明显回暖。近期
成交量比

4

月同期增加
20%~30%

，购买
心态也趋于稳定。 置换型买家增加
15%~20%

。 买家购买意愿转强，考虑周
期明显缩短。

此外，

5

月连续两周南京二手房挂
牌均价均呈上扬态势，杭州、广州上周二
手房成交也呈现回暖趋势。

中原集团研究中心认为， 目前房地
产市场调控政策基本稳定， 短期内政府
再出新政的可能性不大，进入

5

月，主要
城市二手住宅市场表现趋于稳定， 二手
住宅成交不冷不热，价格涨幅回落，买卖
双方心态平稳，经理人对后市的预期也以看
平为主。 预计

5

月，主要城市二手住宅成
交于

4

月持平或微跌， 而二手住宅价格
将继续小幅上扬。

(

据中国新闻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