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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抄底，楼市风向要变？
16日央行降息，尽管下调贷款基准利

率只有 0.27 个百分点，但是成了多家媒体
的头条新闻，也牵动着楼市的神经。

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楼市交
易量大幅下降，购房需求受到抑制，开发企
业资金链普遍吃紧，在博弈及胶着的状态
下，“救市”之声不断。无疑，这次降息成了
宏观调控松动的一个信号，被专家称为缓
解市场低迷的一场“及时雨”。不仅是扩大
消费的有力杠杆，而且有望降低开发商的
成本。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央行有望继续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更有利地刺激市场
需求。

但这毕竟是一种心理预期，降息并不
意味着政府已经出手救楼市。国际金融形
势依然严峻，昔日华尔街赫赫有名的五大
投行，终于在次按风暴飘摇不到一年中倒
掉其三。雷曼兄弟破产，多米诺骨牌引发
股价大跌，被媒体惊呼“大萧条”蹑着猫步
而来。因此，此次央行加息，可以理解为救
经济，而不仅是救楼市。

但楼市还是要本能地自救，“风靡”整
个房地产业内《万科松山湖会议纪要》，尽
管被万科公开澄清为“网友杜撰”，但依然
成了众多业内人士的“必读文件”，还有一
个事实就是以万科为首的主流开发商已率
先降价了。出货，抓紧出货！让万科这次
在全国地产界又做了回“带头大哥”。

随着主流房企集体率先降价，这给多
数中小房企带来了难题，因为降价是把“双
刃剑”，曾有企业降价促销，引起前期业主
集体发难，导致业主集体退房使企业濒临
倒闭。多种因素使开发商主观上虽有降价
需求，但客观实力使其难以实现，从企业安
全的角度考虑，他们多会对降价掩饰或者
否认。

二线城市的中原楼市也受到波及，随
着供大于求态势的逐渐显现，消费者观望，
销售速度放缓，一些项目开始变相打折。
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团购的风起云涌，如
果说曾经的砍价联盟让开发商不快的话，
那么今天开发商招募的VIP客户、某某会，
主动让利于特定客户群；而购房者个个成
为专家，买房就会找联盟，一夜之间就会在
QQ上成立业主群。这已成为郑州楼市时
下一个特点。

等待“抄底”成了一种期盼。但是什么
时候见底，却是不可预见。就拿曾经的“地
王”来说，今年已经不见了曾经争相夺取土
地的主力们，土地流标频现，拿地的多是些
少有露面的中小房企。值得注意的是，全国
主流房企在率先降价回笼资金时，在土地市
场几乎集体销声匿迹。“只卖楼不买地”，被
业内人士形象地称之为“资金净流入”，隐现
大鳄们回笼资金准备过冬的默契，这在近几
年的国内房地产市场中极为罕见。

本报记者对郑州“地王”作了深入采
访，从曾经的疯狂到如今的尴尬境遇，开发
商品尝了冲动的代价，“地王”每平方米
4000 多元的楼面地价，到如今市场上的
4000 多元的房价，开发商能赔着卖吗？购
房者能抄底吗？

黑格尔说，历史能给我们提供的惟一
借鉴就是我们从历史不能得到任何借鉴。
格林斯潘说，泡沫是很难确定的，除非它破
了。对于楼市的明天，我们看到了多少权
威的谎言。

对有全年业绩目标和销售压力的开发
商来说，剩下的时间已不多。如果说上半
年，一些开发商还在观望，还在试水小幅度
优惠的话，如今只剩下“金九银十”的最后
机会了。

如何牢牢抓住收获的秋季，促销楼市，
实惠市民，上周本报推出了郑州精品楼盘

“签”售会，中原房地产名企总经理现场签
名售房，将使购房者得到实惠的活动，受到
了郑州市民的追捧，连日来，一些想买房或
是交了定金的购房者，打来了满怀购房优
惠期盼的电话，也折射出楼市的刚性需求。

秋高风清，硕果累累，楼市上空升起了
降息的信号，此举必定会使楼市成交量有
所回升，房地产市场也会逐渐恢复健康状
态，也许消费者应抓住眼下良好的购房时
机。 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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