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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稳步上涨
购房者感到不安

从之前的观望到如今的需求持续释
放，今年前几个月，市场一直保持着稳步
向上的发展态势。

特别是面对调控频频，楼市仿佛不
为所动，在需求的支撑下，郑州的新房
和二手房价格都颇为坚挺，且有持续
走高态势。

据克而瑞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郑州
全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8329
元，环比上涨 0.7%。成交价格比 3 月微
涨，成交量 49.03万方，环比下降 28.3%，
成交较好的项目有升龙城、盛润锦绣城、
中原新城等，主要以刚需盘为主。4月区
域价格成交前三分别为郑东新区每平方
米10157元，金水区每平方米9134元，惠
济区为每平方米8926元。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4
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
格为10098元/平方米，环比上涨1.00% ，
自 2012年 6月连续第 11个月环比上涨，
涨幅比3月缩小0.06个百分点。

价格的稳步上扬，让在近期频繁看
房的市民陈义磊感受颇深，“现在市区

内在售的项目，随便一问，均价基本都
在每平方米 8000 元以上，好楼层、好户
型的房源甚至要 9000 元左右。除非是
位置稍微有点偏，区域发展尚处于起
步阶段的项目，均价在每平方米 7000
元左右。以这样的态势，收入是怎么也
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记者以买房者的身份致电多家楼
盘，得到的信息也类似于此，与市场低迷
时不同的是，大多数楼盘均没有大幅度
的优惠举措，全款9.6折、按揭9.8折较为
普遍。

二手房方面，以陇海路大学路交会
处某楼盘为例，40 平方米的一室一厅，
售价为 33万元；东风路天明路附近某楼
盘，39 平方米一室一厅，售价为 35 万
元；桐柏路棉纺路附近某楼盘，87 平方
米的房源，售价为 79 万元，均价突破每
平方米 9000元，而同小区位置更好的房
源，均价甚至突破万元。

在这样的市场现状面前，很多人失
去了方寸，也有很多人唯恐价格继续攀
升不得不顶着压力入市。

土地市场渐热
推地量增、高溢价现象凸显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 1~4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918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21.1%；商
品房销售面积 29761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 38.0%；商品房销售额 19847 亿
元，增长 59.8%，其中，住宅销售额增
长65.2%。

这样的数据也如实反映了市场
的信心。新国五条出台之后，房地产
销售市场和土地市场一度受到影响，
但由于缺乏针对性强的有效举措，开
发商对后市的信心逐渐增强，除了销
售价格的坚挺，在土地市场的表现活
跃也可见一斑。

一进入 5 月，土地就躁动起来，
近日，上海（楼盘）世博板块土地 6
连拍屡创新高，楼板价从 5 月 8 日
下午的 3.32 万元、5 月 9 日上午的
3.99 万元到 5 月 9 日下午的 4 万元，
不停被刷新的地王纪录和大批央
企、国际企业竞拍的剧烈场面，让
人们感受到了上海土地市场的热
度。而上海一地块挂牌起始价已
经从 2012 年的 13 亿元直接飙升到
逾44亿元，这更让业内惊诧。

北京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信息
显示，5月北京市推出的经营性用地

达 13 宗；广州市国土局信息显示，5
月广州挂牌的土地项目达 15宗。二
线城市杭州宣布 5 月将推出 26 宗土
地，总出让面积达 123.83 公顷，创下
今年以来的推地量新高。

土地市场回暖态势则较为明显，
“高溢价”、“数百次举牌”等现象，也
表明房企参与热情高及积极拿地补
仓的心态。

克而瑞数据显示，2013 年全国
住房用地计划供应 15.08 万公顷，
是 2010 年以来计划供应量的最低
值。业内分析认为用地供应下滑
势必导致土地市场竞争激烈，地价
将进一步攀升，导致房价也随之水涨
船高。

而4月土地市场呈现回暖，预计5
月市场或进一步升温。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国五条”引
发的观望情绪正逐渐淡去，调控压力
的减小、房企相对充裕的资金面以及
土地补仓的迫切需求，令各大房企开
始着手大举揽地。

这也让不少专家为之担忧，中国
房地产与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
就表示，应警惕土地市场的再次升温
影响购房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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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面临尴尬
调控重点或有新转向

从目前来看，房价、土地、房企
信心、购房心态等多方面因素都在
验证着市场的持续回暖，连曾经被
业内颇为担心的楼市高库存也开
始有了转机。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4 月末，全国商品房住宅待售面
积减少 6 万平方米，这是 2011 年住
宅库存持续增长以来首次出现下
跌。而克而瑞数据显示，郑州 4月住
宅市场存量为 385.74 万平方米，也
开始了小幅下降。

上海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
认为，一线城市住宅库存去年已率先
下跌了，未来住宅库存还会继续减
少，这不利于抑制房价。

谈及出现楼市稳步攀升的原
因，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认为，无
论是行政手段，还是限价、不许发
售、提高首付比例，虽然这些政策
被以往的调控证明彻底失效，但地
方政府还是乐此不疲。因为这样
的政策不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根
本冲击，又能收到爱民之誉，还能
增强行政权力，可进可退。而真正
核心的政策如房产税、如预售款限制
等，却付之阙如。

事实上，新国五条出台以来，除
北京市以外，有关“二手房交易个税
按个人所得的 20%征收”政策，一直
处于“悬空”状态。合肥、南京、郑州
等地则干脆没有提及。这让政策的

影响力大为减弱。
始终认为房子才是最保值方式

的一位在郑州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士
表示，我国股市、基金等资本市场长
期低迷，没有比房子更为安全和保值
的投资渠道，因此，即便有政策及行
政手段的干预，进入楼市依然是很多
财富人士的不二选择。

房价坚挺，“地王”回归，会增加
政府调控的难度，但是，既定政策又
不能走过场，还要保持一定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政府调控面临着两难的处
境。

近两日，先是新华社发文表示
“楼市调控将转向土地财政改革等长
效机制”，后有《人民日报》称调控不
能一味限价限购。

对此，业内猜测诸多，不过认
为调控转向的可能性最大，如《人
民日报》所言，在加快“土地财政”
改革、实施房产税、拓宽百姓投资
渠道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从而建立
起房地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通
过调控和市场两只手协调配合才
能奏效。

对于后市，一些开发商也有了
渐为理性的认知，“尽管房价稳
定，但 4 月份全国多地的楼市销量
有所回落，这不得不让人警惕，市
场不可能一味上涨，无论何时，保
持良好的企业运营状态，才能以不
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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