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审计署表示：违规使用
和闲置的廉租房占3.49%

日前，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审计工作报告，反映了 8省区 16个
城市政府投资保障性住房情况。此次审计发
现的违规使用和闲置的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分别占总数的3.49%和1.65%。

点评：审计机关一直将促进改善民生作
为重要职责，为啥还有这么多的闲置廉租房？

闲置闲置

在调控大幕的笼罩下，全国多个城市的成
交量持续低迷。中国指数研究院5日发布的楼
市报告也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楼市总体低
迷，多数城市商品房成交量下降。在监测的30
座主要城市中，有17座城市上半年商品房成交
量下降，且多数降幅明显。

老百姓翘首期盼房价能够跌一点，然而至
今市场表现出来的是降温不降价。即便从一些
城市的商品房销售数据上显现出了房价下降，
这也大都是因为保障房被纳入新建住房的统计
范畴，为整体房价的下降贡献良多。

此轮房地产调控较以往更为严厉，经过较
长一段时间的实施，效应正在逐步显现，买卖双

方相互抗衡，导致乱象丛生。既有楼盘让利优
惠、以价换量，也有开发商明降暗升、价格坚挺
且高于同区域楼盘近千元。

实际上，价格坚挺，主要是“钱荒”还没到揭
不开锅的时候，也不到主动让利、降价求售的地
步，况且限购、限贷等政策让房企即便降价也未
必能缓解资金难题。因此，在当下，开发商会利
用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也不降价跑路。

从目前来看，调控取得的明显成效在于稳定住
了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也有效阻断了投机客把房
地产当做获利的通道。而随着调控的深入，一些资
金实力不强、开发资质低的房企也会被淘汰出市
场，市场得以净化，更有利于长久持续的发展。

“实际上，把过高过快增长的房价降下来，
并不是打压楼市，一味地期待房价下跌也未必
现实。”有开发商私下表示，“毕竟城市未来的发
展潜力还有很大，所谓的拐点也不一定会到
来。今后，即使限购等政策取消，想让房价过快
上涨几乎也没有太大可能，保障房的大力跟进
会缓解一部分百姓的住房难问题，这对商品房
市场是个冲击，所以房价只要稳定住也是调控
发挥了应有的功效。”

而如果真要促成房价实质性回调，就既要
保持已有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执行力，还需在
市场预期上继续加“稻草”，继续施加政策外力，
打破让表面上看来平静如水的楼市僵局。

洗牌洗牌
大小房企“冰火两重天”

地产业洗牌在即
中国房产信息集团日前发布的最新房企

销售排行榜单显示，2011 年上半年，前十大
房地产开发企业累计实现销售3323亿元，同
比增长逾80%。其中，万科、恒大和中海地产
分别以644亿元、429亿元和421亿元的销售
业绩位居排行榜前三名。对此，接受记者采
访的有关人士表示，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与中
小型房地产开发商的分化是必然现象，前十
大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大增不会引发调控

“加码”，地产股后市机会待观察。
点评：“限购令”还在实施，不存在开发商

愿不愿意卖，消费者愿不愿意买的问题，而是
无购买指标就不能购买。

只言片语，却是一种平等的力量“微”言大义
降价降价盲动盲动边走边想

粉丝2230人

边走边想：销售难，融资难，审批难，
应付各种麻烦难，新开项目决策难，成为
中国房地产业步入十几年来最艰难时期
的特征。规则准备不足的盲动，导致房
企茫然无助，市场无所适从。

跟帖：既然土地国家控制，就像国家
控制烟草一样，房地产是不是应该都改
制成国企？就像中石化一样。

邓浩志：各地都传来楼价下降的消息，尽
管只是个开始，但起码让中央乃至普通百姓
都稍微松了口气。从大局出发应该支持调
控，泡沫破裂肯定会出现阵痛，或从业人员，
或服务商，或地方政府，都应做好各种准备。

跟帖：只是听到各地都传来楼价下降的
消息，可我真的并没感觉到房价下跌了。你
感觉到了吗？

邓浩志
粉丝1094人

看着眼花缭乱的优惠信息越来越多，市民小孙认为已经到了买房的好时候，价格上肯定会
有不小的让利，不曾想走访几个楼盘后，几乎没有货真价实的降价出现。 点评人：王亚平

房价房价 人大报告称全年
GDP增9.65%，房价局

部拐点或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7月 2日发布

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预计，
2011 年全年 GDP 增速在 9.65%左右，全年
CPI涨幅达到 4.7%。报告还认为，目前房地
产开发商资金面持续恶化，很难支撑到市场
反转。今年大城市商品房价格存在“去泡沫
化”的趋势。

点评：这意味着开发商资金面在持续恶
化，开发商延迟推盘会拉长行业调整时间，很
难支撑到市场反转。

主持人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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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购、限贷、金融紧
缩等一系列政策的调控下，
各地楼市普遍低迷，上半年
时间大多数房企销售不尽
如人意。与此同时，银行收
紧信贷支持，房企融资成本
越来越高，资金面的压力也
使得房企不得不采取策略
加速销售，这也使得原
本属于传统销售淡季
的盛夏楼市依旧“热
闹”，仅7月份就有15
个项目开盘入市。

晚报记者 王亚平

【现象】 炎夏楼市不打算休兵停战

【案例】 仅7月份就有15个楼盘入市

【观点】 供应加大
“淡季不淡”？

“来访即有豪礼赠送，地铁一号线秦岭路
站旁新古典建筑群……”“特价仅一天，首付 9
万元买市中心一环复式两房”“电梯花园洋房，
最高可享8%优惠”“开盘前首批会员预约，最高
可享22万元优惠”……

仅一天时间，市民刘亮的手机上就收到了
十多条商品房销售信息，“以往每年
夏季，楼市都较为淡定，但是现在我
感觉一些很久没有‘动静’的楼盘也

开始了新动作，每天我收到的短信基本都与房
子有关，VIP、特价、优惠、价值等是关键词。”

每年的6、7月份，都是商品房销售的淡季，
因为天气变热，大多数人不怎么愿意出来看
房。“不过，从眼前来看，房地产调控政策仍不
会放松，我们上半年的销售指标还远没有完
成，最近经常开会研究对策，也希望通过推出
新的举措来加快销售。”郑州某项目销售负责
人无奈地说。

随着郑州二七新城规划的逐渐明晰，
郑州二七区的商品房项目就成为购房者
关注的焦点，人们颇为重视南水北调工程
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从大学路沿线的城
市综合体到南三环的大体量住宅项目，无
不以热销来印证南区崛起的事实。

据了解，7月份，二七区的升龙国际
中心、橄榄城和二七万达广场项目将有
新房源开盘入市，且户型大小齐全。

领涨郑州房价的郑东新区楼市，在

严厉的市场调控期开盘的项目也大都取
得了热销的佳绩，其未来的升值潜力依
旧为人们所期待。财信圣堤亚纳、天明
国际广场、中央特区、豫航泊郡项目将选
择在7月开盘，这对希望置业郑东的消
费者而言，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机会。

除此之外，金水区的金晨嘉园、管城
区的美景鸿城、中原区的九龙城等项目
也将有新房源亮相，刚需族热衷的精致
两房房源较多。

面对较大的市场供应量，有业
内人士认为，“虽说7月份是传统淡
季，但在这样的供应强度下，开发商
肯定会加大营销力度吸引潜在需求
出手，这可能会使得‘淡季不淡’。”

对此，刚需族小陈却不以为
然，“现在工作稳定，就想让生活也
安稳下来，不过在较为严厉的政策
调控下，不但房价没降，贷款门槛
还越来越高，购房成本进一步增
加，目前我已经买不起房了，就等
着年底时看有没有楼盘推出一些
更大幅度的优惠。”

在他看来，只要政策面不放松，
相当一部分房企都会在临近年底时
有“大动作”。

眼下，也有多名市场分析人士
坚持认为7月央行会加息一次。届
时，企业融资成本和购房者的还贷
压力也会有所提升，如果在较长的
时间内，资金困局难解，开发商面临
的风险也就在加大。

而如果供应增加，销售则不如
预期理想，市场库存就会不断增加，
房企的销售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楼市观澜

中场休息？
那怎么行！

天气炎热，楼市步入传统销售淡季，2011年郑州楼市也已经吹响了“中场哨”，但是很多房地产
项目并没有打算暂时休兵停战，却希望通过系列优惠和活动，让楼市在淡季“火”一把。

虽然上半年的销量不太理想，不过面对竞争愈加残酷的商品房市场，一些开发商
则抓紧时间抢开盘，仅7月份就有15个项目入市。其中，以二七区和郑东新区居多。

贾卧龙
粉丝29978人

贾卧龙：楼市低迷，有些房企却逆市
飘红，“万保金招”半年狂收 1234 亿，万
科上半年销售额已超 2009 年全年。这
是个值得反思的话题，对于那些还幻想
调控松绑的房企而言，今后面临的也许
不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

跟帖：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值得
思考的问题。

楼市动态

逆市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