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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认为，2005 年以来不断加大力度
的楼市调控，基本已将投机性需求挤压出市
场，当前各地根据“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
则作出微调，对刚性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松绑，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利于楼市消费结
构的优化。但要解开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观
望“死结”，也需要开发商适度降价，让房价
回归合理。

那么在将来，还有多少新政值得期待呢？
赵进京认为，今后的调控政策会注重让楼市更
加理性，回归市场本身。“以前出台的一些不合
理的措施会被废除。”他同时表示，政府可能会
继续减免部分税费。

“国家可能会给楼市松绑，修订二套房政
策。”一名业内人士指出，购房大军中的主力仍是
选择大户型或二次购房者，但目前的政策主要优
惠的对象是小户型或首次购房人群，拉动需求的

作用有限，“真正有购买能力的客户，现在基本都
有了一套甚至几套住房，但是目前购买第二套的
首付和贷款都没有怎么放松，第三套房根本就贷
不到款。如果第二套房、第三套房的贷款有所放
松的话，这部分有能力购房的群体就会进入楼市，
市场需求也得到很大的拉动。”

刘社认为，未来的楼市政
策可能会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
体现：一是继续放宽二手房交易
时营业税的限制及契税的降
低；二是利率调整，新房、老房
都能享受贷款利率打七折的
政策；三是公积金贷款政策可
能会得到进一步调整，以刺激
楼市消费；四是可能会出台购
房补贴政策，对消费者给予一
定购房优惠。

阳光大厦开盘 同行来抢购
上周六，位于中州大道与鑫苑路的阳光

大厦开盘选房，同行置业者的抢先选购成为
本次开盘的一大亮点。据了解，当天选购阳
光大厦的同行置业者有选择十一楼整层的
恒辉地产机构以及选购六楼整层的香港豫
美装饰。阳光大厦的“中国龙”外部造型、楼
宇玻璃幕墙材质、智能化系统以及停车位配
置、建筑节能减耗、5部高速电梯配置等多种
构成高档中原商务楼宇标志的元素成为业
内同行首选阳光大厦的原因。

仝玉梅

清华·忆江南 好消息连连
目前，清华·忆江南推出“购房双保险，

可退+增值”的置业特惠计划，凡购买清华·
忆江南 2期的客户三年后可原价退房，并再
享受原总房款的 24%增值。同时，从大河路
通往清华·忆江南的道路扩建工程预计12月
上旬可通车。此外，清华·忆江南与香港绿
城国际机构已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把

“清华·忆江南”打造成省内的景观社区。近
期，清华·忆江南附近大型开发项目也被列
入省文化旅游重点招商项目。

闵婕

紫荆尚都 一期封顶
11月22日，由河南通利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开发的紫荆尚都一期工程二标段提前
20天封顶。高质量的建设和高品质的工程，
紫荆尚都让中原人民看到了通利地产的实
力。紫荆尚都的提前封顶，标志着通利地产
又一经典产品的诞生。紫荆尚都位于紫荆
山路与陇海路交会处南，项目由国际知名建
筑规划大师刘尔明和国内知名景观规划大
师杨伟东联袂打造，为居者营造出了一个

“出则繁华、入则宁静”的品质生活。
付晓

绿城·都市花园 开盘
11月29日，位于黄河路与卫生路交会处

的绿城·都市花园项目正式开盘。据了解，本
次绿城·都市花园共推出300套左右的房源，签
约客户还能享受重重的优惠大礼。该项目是郑
州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城市中心打造
的一个宁静生活乐园，南邻大石桥核心圈，北
接黄河路南阳路核心圈，双核心交集，位置优
越。项目按照市场需求，推出40～120平方米
实用户型，阳光居室，紧凑实用。

王亚平

曾照伟 获“中国地产百杰”
上周日，第十届 CIHAF 中国住交会开

幕，郑州市永威置业总经理曾照伟获“中国
地产百杰”称号。CIHAF中国住交会是中国
规模最大、最具品牌价值的房地产年度综合
大展，被业界誉为“中国地产节”、“中国住宅
产业的奥林匹克”。永威置业在郑州被誉为
地产业内快速成长的新锐力量，曾照伟坚持
对项目品质的严格把关和公司运营的科学
管理，获此殊荣也是实力的证明。

王亚平

芙蓉花苑、百合花苑 即将动工
近日，为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郑州市政

府将已具备条件的八家经济适用房建设单位
纳入绿色快速通道作为 2008 年首批动工单
位，河南京澳置业有限公司是其中一家。目
前该公司正在积极做动工前的准备工作，预
计近期内可办理完动工前的相关手续。该公
司开发的芙蓉花苑和百合花苑是南区最大的
两处经济适用房样板工程，两个项目总建筑
面积约25万平方米，基本可以解决2500户家
庭的居住问题。

杨勇

地产快讯

■2008郑州楼市年终报告《反思录》之 二问二问

救市组合拳为何难消“阴霾”？
2008年的楼市，被全体公民给予了集体关注，这一次，人们看到的是楼市在救不救中挣扎的身影。一方面，房

价变动影响亿万消费者的生活；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发展牵动宏观经济增长，影响金融稳定。政府救市还是不
救？为何政策难以让市场回暖？房价到底还有多少下降的空间？这些，对于处在发展期的中国楼市来说，或许并
不能用是非黑白的简单逻辑来回答。 晚报记者 袁瑞清

无论如何盘点2008年的中国楼市，“救市”
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从开发商疯狂
拿地、消费者盲目购房到商品房空置高涨、消
费者持币观望，仅仅经过了一年多时间，楼市
便由“热”转“冷”，继而“救市”论大行其道。

梳理近三年来的房地产宏调政策，很明显
地看到一个脉络：2006年至2007年9月是政策
密集期，中央政府从土地、金融、税收、市场规
范等方面频繁出手，抑制房价过高、过快增长；
2007年10月至2008年8月是政策空当期，直至

2008 年 9 月 16 日首度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
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此“双率下调”被认为是国
家宏观调控思路转向的标志。

2008年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强调，要加大保障性
住房建设规模，降低住房交易税费，支持居民购
房。这标志着中央政府开始出手救低迷的楼市。

随后，财政部和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
施。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免征收印花税、暂免征
收土地增值税。紧接着，央行数次下调利率……

同样在11月，国务院也提出了实行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十项更
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

河南省房地产业商会秘书长赵进京表示，
今年中国经济基调也经历了一个季度一种基
调的变化频率，从“双防”到“一防一控”，再到

“一控一保”，直至今天的全面“保增长”。他认
为，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走弱，保增长这个基
调将持续一到两年时间，“因为经济衰退都是
有一个周期的，不太可能一下子就上来”。

从“双防”到“一防一控”，再到“一控一保”，直至今天的全面“保增
长”，中国经济基调频频更换。减税、下调利率、鼓励购房……从中央到地
方，各种救市政策也在不断推出

政策频出，“救市”成2008年关键词

据测算，房地产业每减少100万平方米建筑
量，就会影响30万人的就业，钢材需求减少2万
吨，门窗减少 8万套，减少 2万套左右的卫生洁
具。房地产行业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
已达1／4左右，且上下游共涉及50多个行业，在
出口萎缩、消费不足的背景下，如果房地产业出现
剧烈下挫，我国经济迅速下滑的风险将加大。

“房地产业每年对政府税收的贡献太大
了。去年房地产业对河南的税收贡献应该在
33%以上，对郑州市的税收贡献达到 40%以
上。”赵进京介绍，房地产业影响劳动就业、建筑
行业等50多个相关行业，楼市过冷或过热都不

利于社会稳定，整个房地产业容纳了40%~60%
的外来务工人员。“如果房地产业出现了问题，
经济就出现问题了。”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降低住房交易税
费，支持居民购房，随着全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
的持续松动，房地产业是在开发商的“自救”中寻
找出路，还是在政府的“他救”中等待“解放军”？

“政策不是救高房价，而是救市场。”河南汉
飞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尚学军表示，中国的楼
市是一个受政策影响比较大的市场，政府一些救
市政策的出台，最大的意义在于给市场传达了一
个暖市的信号，从政策上鼓励大家买房。

河南通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徐
文表示，市场对政策的反应是有一定滞后性
的。政策很难做到完美，市场不可能按照理想
的意愿精确运行。

河南财经学院教授刘社表示，房地产的暴利
时代将被终结，国家也不可能长期过分地依赖房
地产业来提振经济，会逐渐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各
行业的平衡发展。因此，开发商不要再等待政府
的救市政策来拯救楼市，政府的救市效果十分有
限，开发商要抓紧时机着眼于自救，即不搞任何花
样和借口，而直接降低房价，来吸引消费者，“谁降
价在最后，谁将付出最高的代价”。

房地产业是在开发商的“自救”中寻找出路，还是在政府的“他救”中等待“解放
军”？业内人士认为，政府的救市效果十分有限，开发商要抓紧时机着眼于自救自救？他救？楼市如何迎来春天？

今年以来，包括沈阳、成都、南京、杭州、上
海、长沙等地在内，全国 20多个城市出台了以
稳定房地产市场为名义的地产“救市”政策。
随后，郑州市也出台一系列楼市新政，被业界
称为政府救市的17条措施。

虽然这些救市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
了楼市，但消费者观望情绪仍旧浓厚，暖市效果
并不明显。有媒体报道，在郑州17条救市措施
出台后的第一周内，郑州商品住房日均成交量一
度在 200套以上，与“银十”相比，增长近五成。
坊间一度认为郑州楼市开始回暖。但是，这样高
的成交量未能维持多久，随后的一周，郑州楼市
商品住房成交量开始逐步回落，到现在维持在日

均150套左右，与此前的“金九银十”相差无几。
为何救市效果目前难以显现？徐文认为，

购房者的信心最关键，目前很多开发商都出现
了或这或那的问题，有的在减编裁员，有的被
其他公司收购，致使很多消费者对开发商本身
失去了信心，持币观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政策的作用最终在市场显示出来需要一
个累积的过程。”河南宏益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营销总监杨东方认为。

刘社也表示，对于消费者而言，一些救市
政策减免了相关税费，降低了房贷利率，确实
可降低购房成本，但降低的程度十分有限。消
费者对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的信心还没有恢

复，对未来自己收入增加的预期较弱，因此，政
策对促进消费者购房的作用有限。

“政策作用不明显，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政策
都不能有效拉动需求”，赵进京告诉记者，今年新
政对房地产的刺激力度，虽然是近几年来不曾有
过的，但房地产业要重振雄风也很困难，因为决
定市场走向的是需求。“现在关键是下跌的预期
让政策作用收效甚微，相比 2005年、2006年房
价猛涨时，收缩的政策效果甚微。如今房价

下跌，政府寄希望政策
止跌也困难，改变市

场预期是十分困
难的事。”

政策的作用在市场显示出来需要一个累积的过程。目前的救市政策对拉动需求
的作用有限，决定市场走向的是需求，政策止跌很难，改变市场预期是十分困难的事

救市组合拳，为何难以重振楼市？

还有多少新政值得期待？
未来楼市的新政会体现在哪些方面？专家认为，一些不合理的楼市政策将会得到修

正，政府可能会在税费、土地招拍挂、二套房政策、公积金贷款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