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切不可脱离实体经济的稳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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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统计数据， 仅凭直觉就会发现，遍
布国内大大小小城镇的房子， 或许各有其
主，但不少地方的空置率不低。整体上看，即
使不承认过剩，至少很难否认不再短缺。 因
此， 将房价上升归于供给不足很难让人信
服。 那么，是不是等到哪一天悬空中的那个
大泡沫破裂了，在地面伸脖仰望的人就能买
得起房子，捡到一片半片的泡沫碎片呢？

不见得！这个几乎是全球最大的泡沫一
旦破裂，那会是一场重大危机，将给所有行
业带来重大损失。 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那
些购买力低的人群所受到的绝对影响更大。

这就是一个大型经济体为什么绝对不能仰
仗房地产泡沫的原因所在。

如此看来，如果想要确保中国经济增长
不脱离制造业等产业的稳实支撑，当务之急

就得继续挤压房地产泡沫。 为此，降低甚至
停止各类国有产业企业对房地产开发的参
与，恐怕都可以是可供考虑的政策。

而那些通过房地产开发而积聚起巨额
财富者，最好有点自知之明，不再那么理所
当然地以社会公正者的形象招摇于市，而整
个社会也亟须从制度与文化建设上营造起
恰当约束房地产投机商的氛围。 （万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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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十八届三中全会
涉及房地产政策解读
� �

日前，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
国下一步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
性的安排。其中，直接涉及房地产行业的部
分不算多，今天记者梳理了以下

6

点，并逐
一解读：

1.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

大幅度减少政府对
资源的直接配置

,

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
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
和效率最优化。我们认为，放开房地产上市
公司的借壳、 再融资等应该会加快审批的
进程

,

地产股的融资通道将会打开。

2.

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并不是要弱化宏观调控

,

今后更多地是
以税收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

,

而限购、限
价、 限售等行政性的调控手段将会逐步弱
化。

3.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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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同时
,

还强调
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

,

提高城市土
地利用率。我们认为，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
市的房地产市场将会继续更加容易处于供
不应求的状态。

4.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

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城市用地紧张的局
面
,

但由于仅仅是从线而不是从面上解决
问题

,

这种影响将会比较有限。

5.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

并不是仅仅意味着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
控
,

其同时更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合理
激励

,

以及在配套改革中改变地方政府对
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

这一改革也是优化
我国税制结构和收入再分配的组成部分。

6.

房地产税全国范围铺开是大势所趋
,

但从征收条件上看
,

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

其
征收条件还需要全社会房产、 信用基础数
据统一平台的建立

,

以及房地产税立法正
式确立等

,

房产税全面征收之路仍有很长
路要走。 我们认为

,

短期内甚至
2014

年房
产税试点城市扩围应该是大概率的事件

,

并可能呈现分区域、 差别化征收的渐进路
径。

当房地产商标上“投机”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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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超出自住需要之外，个人或一
个家庭或许能通过购买房产来积累财产并变
得富有，且不管这种购买是被界定为投资还是
投机，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
通过建造或购买房产而变得富有。 非但如此，

而且还很可能因此丧失竞争力。 更何况，这种
普遍现象也很难被界定为投资。房屋当然有质
量差异，其建造也有技术含量，但这种技术恐

怕难以与制造业等产业技术相提并论。仅就现
代的房屋而言， 不管是住宅还是商业地产，很
难说就一定比几百年前的原木小屋或石头房
子好。 如果考虑到绿色低碳因素，更难以确定
“越是新的就越是好的”。

在这一意义上，虽然房地产开发商也是
价值创造者，其财富实力或许会在短时间内
迅速增强，并拥有较大的社会话语权与影响

力，但难以作为一类企业家，如同制造业或
服务业里的企业家那样，受到人们的顶礼膜
拜。相反，不论是哪个时代或哪个国家，往往
将这类快速暴富的人视作投机商，负面评价
似乎并不比正面评价少。如果房地产商意识
不到这一点，则只能显示其实在缺乏自知之
明，对于给自己带来财富的房地产业缺乏应
有的正确认识。

企业“不务正业”卖房子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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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房地产的确是国民经济一个重要
的经济部分，但是，当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主
要由房地产支撑和牵引时，就会拖累其技术
进步以及其他产业的竞争力。

房地产是一个自我增强色彩很浓的行
当，无论其上升还是下降，都常常极易演变
为叠加累积的非理性加速过程。在这种普遍
而逐渐变得非理性的过程中，加入房地产市
场的资源不断增加，对其他产业的挤占也会
越来越大。 轻易而简单的赚钱效应，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地产开发投机，基于短
期盈利压力而使很多产业的资产负债表充
斥着过多的土地泡沫因素。

然而，这不仅不是真实的增长与发展基
础，反而弱化了主业的发展，掩盖了主业竞
争力下降等问题。 对房地产的过多参与，以
及对其高额盈利的陶醉， 于产业和企业而
言，无不妨碍着对技术研发与改进、品牌建
设的投入。 长此以往，主业将变得不再是主
业。

过去十多年中国房地产的持续繁荣，不
仅使房地产价格快速向全球最高峰靠拢，也
使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和大型私营企业参
与到房地产开发中来。特别是掌控了中国主
要资源的国有企业，利用金融体制及其他经
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所带来的资金、土地和地
方政府支持等优势，不断增加对房地产的投
入力度，在助长着土地泡沫的同时，也用来
自房地产的巨额利润掩盖着主业盈利的下
降甚至亏损。

地产泡沫破裂将拖累整个国民经济
� �

有人说，过去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居
世界之最，但在此期间并没有产生出世界级
的技术品牌，这与土地泡沫的兴盛与膨胀有
着很大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更成问题的是， 房地产极易形成泡沫，

泡沫又极易破裂。 在泡沫破裂的过程中，房
地产的贬值则是累计加速的，

1997

年亚洲
金融危机时香港地产贬值

70%

就是例证。这

一过程会将那些过度参与房地产开发的产
业企业拖垮。

不要说
70%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下
降这一数据的一半，且不说那些房地产开发
商，不少其他的产业企业亦将陷入极其被动
的局面，毕竟他们的主要利润来源就是卖房
子。 首当其冲将威胁金融业，一旦地产泡沫
破裂，大量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将因呆

坏账而跌入兼并重组甚至破产的境地。

国人这些年看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进
入了一个两极化的怪圈：一方面，房屋建造
得越来越多，房价却不降反升，买不起房子
的人并没有因为遍地建起的房子而能够买
得起，反而越来越买不起；另一方面，已拥有
房产和买得起房子的人，在期望房价不降的
同时，照样想方设法去购买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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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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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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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
始，

我们不
妨看看

世界

上两个
绝对经

济强国
的现况

：

德国

长期重
视制造

业，

美国在
金融危

机

后采取
“

再工业
化”

政策。

从正反

两方面
表明，

无论发
展到哪

个阶

段，

制造业
都是大

型经济
体稳定

增

长与可
持续发

展的坚
实基础

。

说

大点，

“

实体经
济”

如何立
足，

事关

整个国
家的经

济体系
的长远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