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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之下，购房者反应不一

呼吁救市：行业频“施策”政策终松绑

反应之

上周五下午，郑州救市的17条政策出台。之后几天，
记者采访发现，原本为刺激购房需求的政策效果不太明
显，虽部分急需住房的购房者有所行动，但更多购房者则

认为新政的优惠项对购房
压力而言微乎甚微，期待

房价能够真正下跌。
晚报记者
王亚平

上周六下午，在三门峡工作的陈峰
（化名）就匆忙地从家里来到郑州，与女
朋友一起穿梭于多家售楼中心。女朋
友在郑州一电脑公司上班，不打算跟陈
峰回老家生活，没办法，两人不得不将
新家安在郑州。

“以前购房用公积金贷款必须是本
地的，现在17条新政中表示从11月起，
像我这样的外地人来郑州买房也可以
用住房公积金了，我打算先看好房子，
到11月办手续。”陈峰欣喜地说。

公积金贷款政策的放松，同样惠

及的还有郑州本地的购房者。晓云
这两天就在积极看房，她一直想买
个建筑面积 70 平方米左右的两房，
苦于手头存款只有 6 万，就算每平方
米 4000 元，按照原来公积金贷款建
筑面积在 90 平方米以下的商品房，
首付比例最低为 30%来计算，也还缺
2 万多。

新政出来后，晓云就可以轻而易举
成为有房一族了，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
降低至 20%了，这样首付还不到 6 万。
购买 90 平方米以下的普通住房，契税

税率也统一下调到 1%，按这样总房款
28万算，还能少交2800元。

“如果兜里揣的钱不够多，买房
心里都打颤，现在新政策出来后，去
看房感觉腰板都直了。”晓云精神十
足地说。

据了解，近几天，如陈峰和晓云这
样亟须解决住房问题的购房者在逐渐
增多，“虽然说具体优惠还不是太多，但
购房新政的确为我们成为有房一族搭
建了桥梁。我相信这也是楼市稳定的
一个信号。”陈峰坦言。

新政之下，在部分购房者选择见好
就用时，很多购房者还是极为坚定地选
择等待。

本周一上午，记者致电参加本报看
房直通车的陈女士，陈女士已经多次看
房，问及她近期是否选择出手，没想到
其态度极为坚决：“等待。”

之所以要买房，陈女士是对现在的
居住环境不太满意，打算找个户型大、
社区好的房子，也算终极置业了。不过
此次新政对于购买 90平方米以上商品
房的没有优惠，而据了解，二次置业以
及选择大户型的消费者也是现在的购
房主力军，他们的按兵不动就使新政的
效果不太明显。

在郑州单身漂了三年的冯磊，原

本将置业计划定在今年，却一直未能
实施，新政出台后，他竟然不为所
动。“这次救市的 17 条出台后，同事、
朋友都建议我抓住机会赶紧买，可我
认为时机还不到，不是我钱不够，是
现在的一点优惠不足以‘解渴’。”冯磊
机警地说。

在他看来，契税方面给予 1%的优
惠，无非是几千元，这对几十万的总房
款而言，简直杯水车薪。“大家都期待商
品房能够降价，特别是一些品质不怎么
好、价格却高居不下的房子，凭什么我
要用自己的血汗钱为它买单。”

冯磊的一席话极为犀利，却道出了
很多依旧等待的购房者的心声，他们态
度之坚决导致大部分售楼中心仍然门

可罗雀。
一直声称自己与买房无缘的李

斌，实际上并非不想成为有房一族，而
是没有充足的购房资金，今年看到房
地产市场销售低迷，他承认自己有点

‘幸灾乐祸’的感觉，就等着郑州房价
也能大幅下降，即便高档社区抗跌性
比较强，很多品质一般却售价很高的
房产品就应该下降一些，这样他就有
可能凑钱买房了。“可是郑州还没有明
着降价的社区，政府就出台新政了。”
李斌边讲边挠头，略显焦躁，“不过我
认为，新政本意是要刺激需求，是要稳
定房地产市场，并非救开发商，房地产
的秋天已经来了，冬天还会远吗？我
会继续等。”

不为所动，坚信“冬天”到了购房更实惠

郑州市政府出台
地产新政17条前夕，
由河南省房地产业商
会名誉会长胡葆森、
会长赵宏延、秘书长
赵进京牵手组织的省
会主流媒体交流恳谈
会在郑东新区举行，
在会上这些郑州地产
界的大腕们“反主为
客”采访所有到场的
记者们，接着又畅谈
行业要发展与政府救
市的必然。

晚报记者 李志敏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 1998 年开始进入一
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2003年之前房地产市场
属于无序发展，开发商自由拿地，2003 年之后
房地产市场理性发展，土地进入招、拍、挂阶段，
经过十年的发展，房地产市场现在出现调整走
势，就如同人的感冒发烧得了肺炎，属于正常、
合理的行为，不必大惊小怪。

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从根源上来看，是老百
姓住房的保障体系不完善，老百姓如今缺房的
比例高达50%，虽然近些年来，政府一直在建经
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但离市场需求
量还差得非常大，市场上的保障性住房供应只
占整个住房供应的 10%左右，造成众多的人群
既不符合享受保障性住房条件，同时又无力购
买普通商品房，现在所有在售楼盘即使再降价
30%也不能满足普通购房者的需求。

郑州目前房价的下降是合理的，去年涨
1000，今年降 1000，甚至郑州的房价降到 2006
年的房价这都是合理的。从短期看，是供求关
系决定价格；从长期看，则是成本决定价格，购
房者觉得一个楼盘的房子贵，大可以不买。

但是房价多少才算合理，或者未来的房价
降多少才合理，我估算了一下，我们的项目价格
如果下降 30%就没有利润了。对房地产商来
说，现在的利润没上去。

随着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会上通过的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使河南成为最
大的受益者。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将带来大量
的刚性需求，同时铁路系统的修建与完工，也将
使郑州城市未来的前景无限乐观。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河南来说是
一个机遇，河南要发展，就要向城市化进程方
向发展，这对未来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一个良
好发展的机遇。

目前全国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达到
3700多万人，郑州市外来务工人员中，40%都
集中在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就业。同时，房地
产业还牵涉50多个行业，可以说“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房价如果大幅下降，将直接导致
社会经济的混乱，房地产行业的持续不景气，
将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首当其冲的
是建筑行业、钢材行业、装修行业、玻璃行业
等，甚至卖窗帘的、卖空调的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对于买房者，统计房价的高低没有
什么太大的意义，买房者应该考虑，你该不该
买房？你该买什么房？你应该什么时间买
房？中间有一个错位，就会有问题。

美国权威机构统计，人一生应该买四次
房，而中国人喜欢一次到位。比如现在买房，
同样的房，有的人能买得起，有的人买不起，
这时候就应该考虑，是不是收入比别人少，是
不是应该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收入。

房地产发展到今天走过了一个阶段，只
是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阶段，它的调整，是中
国整个经济的调整，同时也是房地产应该从
过去用力去做转变成用心去做的阶段。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没有出现问题，只是
销售速度慢了、销量降了，所以大家感觉出问
题了，其实像去年、前年购房者连夜排队购
房，卖房子像卖白菜一样也是不正常的。

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也是一件好事，它让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单单只是靠房
地产的发展来带动，房地产行业只是国民经
济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国家出手救楼市，是一种“从民生入
手，开始科学救市”的表现。

从三年来国家出台的 9 次重大政策来
看，目前国家的财政收入总体下滑，经济
增长从两位数降到一位数，这都说明中国
这个经济大盘中的一个重要发动机就快
要熄灭了，这也是不得已作出的选择，必
然的选择。

成本决定价格，现今楼市的房价已经到
了无法缩水的价格，不可能再降。

在目前的住房建设中，政府建设的保
障性住房主要满足中低收入人群，商品房
主要满足高收入人群，夹在二者之间的中
间人群占到市场需求量的 40%左右，他们
既不符合保障性住房购买条件，又没钱购
买商品房。

政府应该大力建设限价商品房，满足包
括公务员、外来务工人员等中间人群的住房
需求，这部分人的住房问题不应该交给市场
去解决，“80 后”应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行
动，不应急于买房。

房地产好比经济大船中的发动机，为了
经济大船安全，国家及地方政府还会采取一
系列措施，救市只是一个开始。

短时期采取这个方式“救市”是可以的，
如果想解决市民的住房问题，长时期还是要
改变住房结构，政府应加大经济适用房、廉租
房及限价房的供应力度，让普通百姓能够买
到房子。

赵宏延：调整很正常
【卖房子像卖白菜一样不正常】 在业内，熟知赵宏延的人都知道，他总是多行动，少说话，

行事高调，说话低调，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在这次由商会牵头组织的交流会上，作为房地
产业商会会长的他，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胡葆森：楼市得“肺炎”
【降价30%也不能满足普通购房者的需

求】“请问你对当前房地产市场有什么看法？”
“请问你觉得未来房地产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你认为什么样的房地产局面是比较理想的？”
在会上，一向被媒体作为采访对象的胡葆森在
这次主动邀请记者的交流会上，反主为客，现场
采访起了所有到场的省会媒体记者。

赵进京：救市要及早
【保障中低端需求住房是关键】 早在今

年6月份，省房地产业商会秘书长赵进京就
提出了备受各方争议的房地产“救市”说。后
来，赵进京又代表河南省房地产业商会的数
百家企业，通过相关渠道，分别向省、市政府
和相关部门递交了一份《关于当前郑州市房
地产市场的预警和对策建议》提出郑州房价
已基本“探底”，要“防跌、促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