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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上膛 二手豪宅急入市
将摸底不动产市场 为未来房产税铺路

不动产统一登记向前再迈一步。7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了《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再推进相关法律
修改工作。
记者从多家中介获悉，一二线城市都出现了大户型二手房上市增加的现象，预计
随着不动产登记的加速，二手房豪宅供应将继续增加。中国社科院城市与房地
产研究室主任倪鹏飞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采取不动产登记以及户籍的改革显
然将有利于人口转移和均衡化，从而推动房价平稳，供需平衡。

从停滞不前到一路小跑

7 月 30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讨论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 (征求意见稿)》，决定按照立法
程序要求，将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再推进相关
法律修改工作。

会议认为，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是推进简政放权，整合部门职能
职责、减少多头管理，逐步实现一个
窗口对外，方便企业和群众、降低创
业成本的有效举措。会议强调，已经
发放的权属证书继续有效、已经依法
享有的不动产权利不因登记机构和
程序的改变而受影响。

今年以来，不动产统一登记显著
提速。3月，不动产登记工作第一次
部际联席会议召开，不动产统一登记
的时间表确定；4月，不动产登记工作
领导小组成立；5月，不动产登记局正
式挂牌；6月，针对不动产登记信息平
台的研究设计正式启动。

如今，随着不动产暂行登记条
例进入公开征求意见环节，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的基础已现雏形。

事实上，早在7年前，“国家对不

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就已写入《物
权法》。但其并未对登记范围、机构和
登记办法等做出明确规定，不动产登
记一直分散在多个部门。统一登记进
展多年来十分缓慢。

直到 2013 年 3 月底，中国官方
将出台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作为2014年须完成的任务之一，
并规定 2014 年 6 月底前出台不动产
登记条例。此后，不动产统一登记
开始一路小跑。

“ 不 动 产 统 一 登 记 应 该 会 在
2018年之前完成相关工作。责任部
门、范围、时间的确定，意味着之前
市场一直谈论不休的这一制度将稳
定落地，市场各方对此的信心和理
解都将增强。”伟业我爱我家副总裁
胡景晖对记者表示。

在其看来，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意
义是“摸清家底”，梳理国内不动产市
场的状况，为将来土地供应、市场调
整、城市规划、开工建设等多方面提供
基础性的参考依据；其次是能使房产
交易更安全、更便捷、更顺畅；第三是
为未来房产税的课征提供必要条件。

有助房产税全面落地

“不动产登记是胶囊，市场恐惧
的是其中可能夹带的反腐与房产税
功能。”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
大伟向记者表示。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研
究室主任倪鹏飞看来，不动产登记

“对房地产是利好”。很多地方，比
如三四线城市都存在住房供应过
大、需求不足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
是人口导入制度跟不上。而采取不
动产登记以及户籍的改革显然将有
利于人口转移和均衡化，从而推动
房价平稳，供需平衡。“不是说这个
制度推行了，房价就不涨或者不跌
了。房价的影响因素众多，包括信
贷、供需、宏观经济状况、政策环境
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而不动
产登记制度一定是维持市场稳定的

一个利好，对住宅市场的长期建设
有帮助。”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
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
洲对记者称，不动产登记对房价的
影响是偏长期的、间接的。

不过，记者从中原地产、链家地
产等多家中介获悉，目前楼市消化
期比较长，而高端市场短期有不少
大户型入市。预计随着不动产登记
的加速，大户型二手房供应将继续
增加。

业内还认为，只有不动产统一
登记后，房产税才可能全面落地。
蔡志洲对记者称，对房产的摸底统
计完成了之后，可以根据个人房产
持有情况分类征税，该鼓励的鼓励，
该抑制的抑制，效仿国际成熟市场
的做法，从而推动市场稳定。

相较官方“6 月前出台不动产登
记条例”的部署，刚刚进入公开征求
意见环节的暂行条例显然“迟到
了”。市场对不动产登记是否能够
如期落地更是一直存在疑惑。

“不动产登记关键的一环是制
度顶层设计。国家到底有多少房地
产，应该有个系统来清晰地掌握，这
对各方面管理和调控都有好处。”蔡
志洲对记者表示，一旦顶层设计完
成，推进速度将会加快。

中原地产认为，不动产登记本身
并不是房地产调控，目的也并非反
腐。但应该说这一政策是房地产调
控从之前的交易环节调控转变到存
量环节调控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对市
场的影响将非常大，也意味着要克服
的阻力不小。

作为牵头单位的国土资源部相
关负责人曾称，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不
动产分散登记的体制，各自形成了一
套独立的登记体系，于是不动产登记
条例起草所涉及的各类不动产登记
的机构、人员、规章制度、技术规范等

情况需要一定时间全面摸清。
“不动产登记信息分散在住建

部、农业部、林业局等单位，由于数据
分散，不同部门形成的数据汇总存在
一定困难，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多的
行政成本。”胡景晖向记者分析认为，
数据统计的口径、全面性、方式等各
方面都存在差异，按照登记局模板进
行登记的话，会涉及部分缺失信息的
补录、补登等复杂的细节工作，这些
方面也将是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
难点。

由于中国不动产的性质十分复
杂，且城乡之间有较大差异，也给统
一带来巨大的挑战。仅论城市的房
产，就存在房改房、普通商品房、经
济适用房等多个种类，产权怎么明
晰，性质怎么确定，都不易操作。

而农村近年来人口结构发生巨
大变化，宅基地的位置、大小、性质等
还涉及了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统一
登记在细节上的难度非常大。这些
问题，都将在不远的将来陆续面对。
南都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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