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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
尾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
尾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
份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订
报款61倍或8倍的大奖和惊喜

B02
第一地产

热点话题

房产税出台应征询公众意见
在地方政府的积极鼓吹下,“住房保

有税”已呈箭在弦上之势。5月31日,国
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提
出“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各地不断
传说“试点方案已经上报待批”。6月 3
日,发改委官员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的
经验是鼓励地方试点”。

点评：对于房产税这样关乎社会公
众切身利益的税种，必要的社会公众讨
论和法定程序的进行却似乎被有意无
意地绕过了。 王磊

房贷“体检通过”风险尚需观察
近日，素有房贷“体检报告”之称的

银行房贷压力测试结果开始透露，“风
险可控”是此轮银行房贷压力测试给出
的最终结论。

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透露，根据测
试结果，在重压下，房贷对中行的财务
不会有很大影响，不良率或将上升 1.2
个百分点，拨备增加几十亿人民币。随
后多家银行公布了其房贷“体检”结
果。大行的情况普遍相同，多数银行能
够承受房价下跌30%所带来的压力。而
民生银行在此方面的抗压能力最强，对
房价下跌的容忍度达到了四成。

点评：较强的抗压能力会使政府坚
定调控决心，挤压泡沫实现软着陆。但
随着调控逐步深入，银行究竟能承受房
价多大降幅，尚需观察。 王磊

中央为楼市调控做好充分准备
近日住建部官员王珏林表示，“本

次调控不同于以往的几次调控，不会半
途而废”。他称，“中央已经对此次楼市
调控有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好了充分准
备。今年 GDP 的目标是 8%，一季度
GDP已达到 11.9%。4万亿的投资是分
两年进行的，去年投了一半，今年还有
一半，投资和消费的带动效应今年将继
续发挥作用。

点评：以此可见，中央对房价的下
跌预留了足够空间，充分的准备足以显
示出此次调控的决心。 王磊

成交萎缩“生扛”房价得不偿失
“寒流”初来的时候，开发商往往是

政策目标的“反方”，他们往往进行集体
性的政策博弈，例如，暂时结成同盟“生
扛”，不降房价。但随着成交量的持续
萎缩，恒达、绿地等“先知先觉”的开发
商率先降价，开发商“护盘联盟”开始松
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一线城市的

“库存住房”指标再度突破 20万套“大
关”，据统计 2008年市场大规模的价格
调整恰恰发生在一线城市库存总量在
28万~30万套的区间。

点评：随着成交量的一再萎缩，“生
扛”的代价会越来越大。“资金断流，再
现民工潮、烂尾楼”绝不是危言耸听，识
时务者为俊杰，连“任大炮”都开始建议
开发商控制房价了，你还等啥呢？ 王磊

政策持续加压有利楼市理性回归
5月份，政策方面依旧紧锣密鼓地出

台相关细则，对高企的房价继续施加压
力：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和严格征收，房产
税加快推出步伐，央行等三部委颠覆了
以前“认贷不认房”的二套房标准，实行
最严厉的“认房又认贷”的政策，北京在
全面停止第三套房贷的同时，对房龄在
20年以上的二手房基本停止了贷款。

点评：政策层面的持续加压，开发
商应清醒意识到，以暴利和投机为主要
特征的楼市逻辑将发生颠覆性变化，房
地产最终将回归微利和居住，行业将重
新洗牌和布局。 王磊

北京时间14日晚，本届世界杯首粒“乌龙
球”终于出现了，丹麦队西蒙·鲍尔森顶出的球
又弹到阿格尔的背上，然后撞在门柱上飞进球
门。

在下半场一开始就犯下这个错误后，丹麦
不得不改变战术，本来，荷兰人在前45分钟拿
他们的密集防守一点办法也没有。

正所谓，成也乌龙，败也乌龙，这为南非世
界杯足球赛沉闷的开端带来了非凡的戏剧性，
最终，荷兰2∶0完胜丹麦，对于荷兰人来说，这
也报了18年前被丹麦淘汰出欧洲杯的一箭之
仇。

而稀里糊涂为荷兰送进一球的西蒙·鲍尔
森无奈的笑脸也成为世界杯上令人难以忘记的
面孔。

世界杯赛场上队员的狂欢与无奈令人想到
国内前途未知的房地产市场。经历过上涨的疯
狂和调控期低迷的楼市，开发商的自摆乌龙举
不胜数，其最终结果未必如愿。

“一套房子卖两次”、“自家房子被别人装
修”、“拆迁拆错了地方”等乌龙事件时有发生。
此轮调控伊始，某开发商的乌龙降价，也受到业
内诟病。

看到好卖就涨价，甚至开盘当天接连提价，
而市场低迷就“硬扛”，坚信房价不跌。其实，每
个楼盘开发商都应该给出一个清晰合理的价
位，尤其是在市场风向转变的当下，切忌贪图小
利，“自摆乌龙”。

在本轮调控政策出台之初，就有专家建议
开发商以降价化解买卖僵局，但实际上，开发商
更多的是对房价上涨的自信。

他们认为房地产的产业链太长，行业拉动
就业和经济的能力高，打击房地产实质上可能
会打击半个国民经济，政府可能会手软收手。

这显然是个误区，应该说住宅房屋是目前
最大的内需，除了商品房以外，经济适用房、保
障性住房都可以作为拉动经济的因素。

今年推出的70%的土地都是用于保障性住

房，而开发保障性住房同样也会拉动很多相关
产业。

当前，政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绝
态度无疑将使房企维持高房价变得尤为艰难，
如果说开发商暂时不降价，是因为不差钱，但
大多数企业恐怕难以承受长时间不卖房的压
力。“死扛就是‘慢性死亡’”，而降价跑量则是
最好的策略。

屋漏偏逢连夜雨。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
预警，楼市销售淡季如期而至。

顺势而为，方能大有作为。有业内人士私
下说，郑州一些开发商开始考虑降价，但问题是
怎么降，怎样的营销创新才能够掩盖降价的实
质，不激起已经成为业主者的不满。

我们看到，已经有开发商不断以低首付进
行“诱惑”，这种“以退为进”的战略给购房者带
来了多少实惠尚不得而知，只是希望开发商能
够审时度势，莫让市场增添更多降价乌龙，否则
结果成与败就难以掌控了。 晚报记者 王亚平

顾云昌：房产业像长了青春痘的少女
去年房价的高速上涨，主要是供应不足、货币刺激

政策、投资投机旺盛、保障房供应不足等原因造成的。
这都属于“成长中的烦恼”。比如，最近一次就是去年刺
激经济后的后遗症。去年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
经济，大量货币流向房地产行业，造成房价快速飙升。

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仍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
柱产业，去年全国房屋的销售额达到7万亿元，而我
国的财政收入也才6万多亿元。所以房地产长期要
发展，速度不要太快，但是千万不能出现大起大落。

在市场经济中，房地产调控会长期存在。政府会改
革金融杠杆、财税政策和土地政策等来保持房地产平稳
发展。房地产行业目前出现的问题就像是一个青春少女
的脸上长了些痘痘，虽短期影响观瞻，但未来是美好的。

切莫自摆乌龙
降价跑量或为自救良策

楼市
抄了谁的底？

牛刀：解决住商价格“倒挂”在于政策
目前中国商业地产面临两大瓶颈，首先是金融政策瓶

颈，“因为政策上要求五成首付，贷款的杠杆效应体现不出
来”。其次，中国居民消费能力还显不足，“尽管这几年在
GDP统计当中消费的比重占38%和39%，最高的时候占
41%，但是这里面不仅仅有私人消费，还包括政府消费，而
政府消费占了较大比重，也就是私人消费的提高还有很大
的空间”。

目前的大环境下国家应该对商业地产给予探索性
的政策优惠，尤其是信贷政策，“这对二三线城市的发
展很有好处。”他同时认为，目前部分市场商业项目与
住宅存在价格“倒挂”的现象，慢慢地调整中有一个回
归的过程，所以中小投资人投资商铺的潜力比投资住
宅的潜力要大。

随着房屋成交量的持续萎缩，“抄底”一词再度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某网站关于“楼市抄底”的调查显示，
53.4%的购房者表示，打算在这一轮政策调整中抄底楼
市；59.7%的购房者表示，房价下跌 30%以上是抄底良
机。而对何时是抄底良机，业内人士拿捏不准，购房者
的判断则也显得不统一。 王磊

某开发商王某：作为开发企业来说，大多数的开发企业如果没
有盲目的扩张，没有撑着脸皮做地王，资本充足率还是可以的，所
以我认为不会大幅度地降价，特别是中心城区还在涨。因此，抄底
一说遥遥无期。

业内人士马经理：目前市场上潜在的大量“抄底族”将成为房价报
复性反弹的最大威胁，一旦爆发，房价快速反弹的情况或将再次上演。

某银行职员赵某：抄底时机应该在调控政策出成果时才出现，
政策底总是早于市场底出现，政策落地了市场底还可能持续一段
时间出现，那时谈论抄底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某房产经理人李经理：抄底？郑州的房价还没有跌过，怎么抄
底呢？底不底的事，不是你考虑的。你想想，股票你抄到底没有？黄
金你又抄到底没有？这世界就没有什么人，哪怕是专家能预测到底。

网友末路狂奔：有人说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你得先瞧瞧是不是你
的好时机。对你来说什么时机是抄底的最好时机？无非是价格降到可
承受范围内，产品的品质又能让你满意。

网友浴缸里的航母：现在真的是抄底机会吗？如果你告诉我现在
的价格和去年的12月一样，那我要反过来问你了：既然跟去年12月一
样，那时的价格也不低，你为什么没去抄底呢？

网友螺丝壳里建道场：我目前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想抄底，一方
面怕抄的只是地面价，“按照股市的说法，地面下面还有地下室呢！所
以一方面觉得可以下手了，一方面又犹豫不决。

网友魅族幻影：抄底，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前两天我在郑
东新区相中了一套12000元/平方米的房子，我现在买，到年底可能会
贬值，现在开发商不差钱，等到年底可就说不准了。

现在谈论“抄
底”还为时尚早

OH YEAR 抄
底机会终于来了

现 在
“抄底”只怕
抄到地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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