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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关键在于落实政策

中央下决心遏制部分城市房价上
涨过快的势头，给出了今年年内的首个
正面表态，并提出一个系统性的遏制措
施。总的原则，是稳定完善政策、增加
有效供给、加强市场监管、完善相关制
度。同时，继续综合运用土地、金融、税
收等手段，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
调控。

看起来，这样的楼市调控手段人们
并不陌生。但现在的关键是，在目前的
条件下，这些手段能否真正遏制楼市持
续“高烧”的局面？或者说，上述的种种
办法，又能否得到有效落实？

不必怀疑，包括抑制投机、加大差
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力度等举措的实施，
会对楼市非理性的“高烧”起到一定的
降温作用，而如加强市场监管，包括强
化执行土地闲置满2年将无偿收回的举
措，将对遏制开发商“囤地”行为、提升
土地利用效率，大有裨益。

楼市要发展，问题要解决。面对
错综复杂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之现状，
从政府政策角度，既要系统作为，又要
由简入繁，步步为营。理顺土地制度，
挤掉一定量的泡沫，切实加大低价房
的供应，是中国楼市健康发展的必需
之举。 第一财经日报

遏制“上涨”还是“过快”？
目前房价所存在的问题不仅是“上

涨过快”，而是“已经过高”；问题不仅在
少数一线城市存在，二三线城市甚至有
些县城的房地产都已严重“发烧”。过
高的房地产价格，让不少人安居无望。
面对当前这种畸态的房地产市场，要遏
制房价上涨“过快”，同时还要旗帜鲜明
地遏制“上涨”本身，甚至更要努力促成
价格的适度回落才是。

可以说，正是由于以往某些地方
和部门对此的模糊态度，甚至完全不
提倡让房价回落的观念，才造就了调
控的屡屡无功。如此态度的直接后果
是，房产市场上长期使用一个极具“忽
悠力”的概念：“涨幅”。一直以来，某
些部门或专家等所谓的房地产涨跌，
绝大多数并非价格绝对值的涨跌，而
只是“涨幅”的大小。其描述的并不是

“上涨速度”，而是“上涨的加速度”，从
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客观性。

尤其是，在对“房价下跌”讳莫如
深的回避下，房价上涨似乎成为天经
地义的事情。“世上没有只涨不跌的市
场”，但中国房产市场俨然成了一个例
外——很多房奴的购房冲动，就是被
这样吓出来的。所以，对房市调控不
但要有力度，更要有对路的方向。

重庆时报

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正在出现
新的变化。在 12月 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中央政府决定从明年起，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
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而其他住房消费政
策则继续实施。此举被认为是对充斥于楼市的
投机性购房行为的打压。

而 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开始决定对
楼市调控打出组合拳，“继续综合运用土地、金
融、税收等手段，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调
控。”此前，为规范国内房地产销售行为，住建部
就已经开始整治楼市，要求各地加大对违法违
规行为的查处和公开曝光力度，及时发现并查
处开发商炒卖房号、捂盘惜售、囤积房源等违法
违规行为。

在“打压”房价的大背景下，郑州楼市又是
怎样的状态？房价走势会不会出现新变化？房
地产实战专家、河南王牌企划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官同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郑州房价一
直延续着稳中有升的态势，没有出现暴涨的现
象。“从今年前 11个月的房价环比增长情况来
看，郑州房价还是比较正常的，属于正常增长范
畴，因此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不过在河南财经学院教授刘社看来，郑州
房价增长的速度虽然没有一线城市那么明显，
但还是比较快的，“郑州今年房价的涨幅甚至比
2007年的还要大，且2007年的房屋销量远不如
今年。”刘社认为，在全国房价的增长过程中，一
线城市扮演了“领头羊”的作用，而二三线城市

却纷纷出于攀比心理，导致房价上涨过快。
“中央对房价的态度从‘稳定’到‘抑制’，再

到如今的‘遏制’，说明目前的高房价现场已经
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刘社指出，这种
态度的转变也为下一步的楼市调控指明了新的
方向，将打压楼市中的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可
以预见的是，明年二套房贷等政策将收紧，会对
二手房的交易带来较大影响，未来房价下跌可
能性加大。”

来自中国不动产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
面对日渐明确的通胀预期，流动性泛滥，以及居
高不下的地价房价，未来两年，将是政策逐步收
紧的两年，包括开发商资本金比例，利率优惠等
政策，将视经济回暖的速度予以收回和调整。

本周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加强市场监管，稳定市场预期，遏制
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这是继9日国务院出台“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政策
后,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的又一次“冷处理”。

政策一言既出，业界一片哗然，纷纷揣摩其中的预意。而纵观郑州住宅房价从一月份的3908元，猛蹿至11
月份的4850元，我们不禁疑问，这样的涨幅算不算过快呢？ 晚报记者 袁瑞清 王亚平/文 赵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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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来，房价上涨的势头一直很强
劲。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1月份的数据显
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5.7%，涨幅比10月份扩大1.8个百分点；环比上
涨1.2%，涨幅比10月份扩大0.5个百分点。

数据还显示，今年 1~11月，全国商品房销
售面积 7520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53.0%。其
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54.4%。1~11月 ，
商品房销售额35987亿元，同比增长86.8%。其
中，商品住宅销售额增长91.5%。

对此，有业内专家称，今年的房价典型的超
预期增长，不仅令众多购房者咋舌，甚至连开发
商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火爆的情景。“今
年房价的峰值将出现在11月底12月初，市场上

有了所谓的恐慌性购房和‘抢房’行为。”
在此背景下，12月 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房
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全面启动城市
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会议认为，随着
房地产市场的回升，一些城市出现了房价上涨
过快等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会议要求，按照稳定完善政策、增加有效供
给、加强市场监管、完善相关制度的原则，继续
综合运用土地、金融、税收等手段，加强和改善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重点是在保持政策连续
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强
市场监管，稳定市场预期，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
快上涨的势头。

这也是国务院首次明确提出“加强市场
监管，稳定市场预期，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
快上涨的势头。”与以往相比，本次会议提出
的是“遏制”，力度明显重于“抑制”，更狠于

“稳定”。
就在此前不久的 12月 9日，发改委主任张

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只是明确了支持居民
自住和改善型住房消费，没提“抑制投资投机性
购房”，此处不仅又加上“投资性购房”，用词也
改为“遏制”。

业内人士表示，这是中央政府年内首度对
国内房价走势做正面表态，“遏制”的提法也暗
示着未来楼市政策有望进入新一轮的紧缩周
期，“有保”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有压”。

从“抑制”改“遏制”，意为何？

调控屡次“打压”房价，为哪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