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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自住型商品房

年内 2万套任务超额完成

继

19

日国开东方

25.1

亿元夺得北京市魏各庄村地

块，并全部配建自住型商品房后，

20

日，密云县水源路南

侧土地储备项目

A-2

地块和门头沟区门头沟新城

MC08-014/015

地块也公开招标。 日前，北京已经公开拍

卖

13

宗配建“自住型商品房”地块，合计配建面积

156

万

平方米。

“从目前土地数据来看，北京自住型商品房年内

2

万

套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预计全年可能接近

3

万套，这些

住宅都将在明年二季度开始集中入市，对

2014

年下半年

市场的冲击将非常大。”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

表示。

张大伟指出， 包括

20

日招标在内的

14

块挂牌未成

交地块中， 只有雁栖湖地块土地不包含居住属性， 其他

13

个包含自住型商品房的地块建筑面积合计达

248

万

平方米。 “北京后续还将出让部分住宅类地块，全年供应

的住宅类地块有望突破

1500

万平方米。 ”

北京市房协秘书长陈志表示， 在北京密集推出自住

型商品房用地的同时， 北京市住建委与相关部门正在协

调加快推进建设和销售进度。

“土地市场在三中全会后有所变化，‘京七条’及三中

全会对市场的影响逐渐出现， 开发商拿地积极性有所抑

制。 ”张大伟表示，虽然

20

日的两宗地块都在远郊区，但

从出价情况及出价企业的数量看，相比以往“温度”有所

降低，地块最高报价与最低报价之间差距非常大，最高报

价相比之前同类型地块的报价也有所降低， 房企对后市

的预期已经出现了变化。

据悉，北京房协日前表示，“夹心层”异常期待的自住

型商品房摇号登记工作，最快将于本月底启动，近期还要

进一步加大“自住房”的供地力度。北京房协还强调，摇号

全过程将公证并接受政府部门监督 ； 并严格购房资

格审核 ，发现骗购的，一经查实

5

年内不得在京购房；

此外，还将严格房屋质量和资金的监督管理，发现问题将

从严查处。 （据《证券日报》）

房产税试点待扩围 楼市调控“稳”字当头

� �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

以下简称“《决定》”

)

涉及房地

产行业的内容仅寥寥数语，不过，结合

有关部门近期动作看，楼市调控政策的

思路调整正逐步明朗。 分析人士认为，

市场化与法制化将是未来楼市调控政

策重要思路。 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

一平台建设，正是在为楼市调控政策制

度化打基础。

从短期看，房产税试点扩围可能成

为楼市调控政策切入点。当前多个城市

已制定并上报房产税试点方案。房产税

试点可能最快在岁末年初扩围。由房产

税试点带动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将

拉开房地产领域各项改革的序幕。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珏

林表示，实施上述改革的前提，在于房

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保持稳定。 因此，短

期之内，现有房地产调控政策将不会发

生重大变化。

将纳入法制化轨道

王珏林表示，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调

整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继续完善市场

化调控的思路；二是在住房保障制度上

寻求新的突破。 后者在《决定》提出的

“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

系”有所体现。 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制定

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其思路主要遵循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房地产领域所提出

的相关阐述。

不过， 上述进程需较长时间推进。

王珏林表示，由于多项基础信息系统尚

未建立，目前明确改革具体方案还为时

尚早。

按照王珏林的观点，去行政化将是

楼市调控重要思路。 从实现方式上，在

于待市场成熟时，通过不断完善法律和

制度，以约束行政之手，实现市场自我

调节，“这样的话，政府部门想管也管不

了。 ”

之所以提出上述思路，在于未来房

地产市场环境的新变化。中信建投报告

认为，在《决定》中，“启动实施一方是独

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以及“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

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将对

房地产领域产生中期影响。前者将为市

场需求带来可观增量，后者有助于中小

城市人口合理配置、盘活存量。

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调控政策下

一步的工作重点，将是继续推进个人住

房信息系统、存量房评估系统、房地产

征信体系等基础工作的完善。 其中，个

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和联网，已显得十

分迫切， 有可能在近期取得实质性进

展。

健全法律法规是长期的过程。权威

人士认为，当前房地产相关法律法规极

为缺乏，更多依靠部门规章对市场进行

调整， 但这种规章往往难以顾及全局，

缺乏长效性，实际效果不佳。

上述人士说， 目前最为迫切的是，

制定住房保障领域的相关法律。由于这

项工作启动较早，因此此类法律有望率

先出台。 在房地产税制改革告一段落

后，房地产税立法工作将随之推进。 这

位人士强调，推进住宅产业化相关内容

有可能以法律形式呈现。 现有《土地管

理法》、《城市规划法》的修订，是重要内

容。

税改将成突破口

在《决定》中，对于房地产调控最直

接的表述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

推进改革”。 尽管《决定》未明确指出具

体税种，但已露出房产税试点扩围的端

倪。 业内人士认为，税制改革将成为房

地产制度改革重要突破口。

从一些地方的动作看，对征收房产

税已准备得较为充分。 记者获悉，在上

海、重庆率先推出房产税试点后，多个

热点城市先后启动房产税试点准备工

作。 截至目前，不少城市已完成房产税

试点方案的制定与上报。

分析人士认为，在增加持有环节税

收同时， 交易环节税种将会得到整合，

从而实现简化和平衡。房地产开发领域

相关税费有可能进行调整。

权威人士透露， 未来一段时间，有

关部门会推出相关措施推进改革。从短

期看，政策更多是对土地供应、保障房、

限购等现有措施的修补。房产税试点实

现扩围，才真正意味着房地产制度改革

大幕拉开。

短期内倾向“维稳”

尽管从长期看房地产调控思路是

市场主导，但从短期市场形势看，限购、

限价等手段恐难以马上退出。王珏林表

示，要实现房地产制度改革，必须在市

场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方可进行。由于当

前市场仍处在波动之中，因此短期内政

策层面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多位专家认为，一线城市和多数二

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但

供给存在较大缺口，房价仍有继续上涨

动力。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

红旭表示， 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但也

明确了“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

宅基地暂时不会实现与国有土地同等

入市、同权同价。 小产权房不可能全面

性转正。因此，未来五年，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即使实现入市，也不会大规模增

加全国商品住宅用地，更谈不上冲击现

有房价体系。

在市场供应难以在短期内增加情

况下，以抑制需求为目的的行政手段仍

有存在必要。 近期，北京、上海、广州和

深圳纷纷出台“加强版”楼市调控政策，

在二套房首付和限购门槛等方面加码，

以稳定房价。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在这

四个一线城市先后出台“强化版”楼市

政策后，不排除一些热点二线城市将进

一步收紧调控。

（据《中国证券报》）

社会保障不能拆东墙补西墙

据媒体报道，近几年来，青海、四川宜宾、湖南湘

潭等地纷纷出台政策，允许患有重大疾病的职工或其

直系亲属提取公积金救急，甚至生活困难的人也可以

提取。 既然买房无望，钱闲在里面，那就做点好事，给

一些看病急需用钱的人救急。

在生命与住房之间，我们选择生命，这个理由足

够强大。 可公积金真的多到没处用了吗？ 大病的人为

什么想着取公积金，那是医疗保障资金没能兜好这个

底。

如果公积金把钱支援了大病，它又拿什么去兜好

住房这个底？前段时间新闻还在说，公积金缺口巨大，

买房的人想取钱、想贷款，得排队等几个月也未必能

拿到。 公积金自身难保，哪还有闲钱去救医保的急？

每一种保障制度，都是靠着全体成员互相往池子

里补水、互相接济才能维持下去。它虽然是“我的钱”，

也是大家的钱，没有大家的钱，也就取不出“我的钱”。

所以， 医保卡领域一直严打套现和购买生活用品，救

命钱只能用来救命。 现在医保资金缺口巨大，更要堵

住被挪作他用的漏洞，公积金同样如此。资金富裕，不

是保障资金灵活挪用的理由，高速公路应急通道就是

例子，应急只为万一而备。

因此，各种保障资金只能各司其职、各管其事，大

病没钱要救火的也应该是大病医保，保障资金如果只

顾眼前，拆东墙补西墙，真正需要发挥保障作用的时

候，谁来救它的急？

眼下最该做的是政府部门加大各个保障领域的

资金投入力度，夯实保障家底子，看好居民钱袋子，而

不是让大家一遇到困难就病急乱投医，牺牲自己的一

种福利成全另一种福利。

(

何 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