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焦点2017年7月20日 星期四4 编辑/兰绍华 版式/李 萍
总校/郭艳红 审稿/李顺桥

未
来
，房
地
产
将
走
向
何
方
？

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到年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再
到刚刚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稳定楼市、防范风险一直是高层关
注的重点，也是当前经济社会生活
的头等大事之一。

在业内专家看来，地方政府这
一 轮 房 地 产 调 控 确 实 是 在“ 动 真
格”，很多调控手段力度之大超乎预
期，如对“商改住”项目等一些市场
顽疾“动刀”。

如何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的定位真正落实到位？

中国指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
说，关键要加快形成稳定房地产市场
发展的长效机制和住房制度。她表
示，中国目前仍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
阶段，楼市向好的大方向没变，仍是推
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长效机制的建立是一个长期动态
的过程。“与长效机制相关的各种相关
政策，都要从局部利益中走出来，从稳
定市场、防范风险的大局着眼。”刘洪
玉说。

在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贾生华看来，要建立长效机制，就必须

加快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抑制投机
行为；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防止权
利、财富、产业、人口单向集聚。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
心主任倪鹏飞提出，政府各部门应协
同发力推进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既
要完善供求、竞争与价格等市场调节
机制，也要加强监管、调控和保障等
政府调节机制。此外，住房、土地、金
融、财税等配套改革要组合发力，通
过条块纵横结合编制一张长效机制
网，既兜住“住”的底线，又缚住“炒”
的野马。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韩
洁 孔祥鑫 王优玲 马剑 周强
郑钧天 席敏）

市场之问：如何将“房住不炒”落实到位

从限购、限贷、限价到限售、限商
——上半年，一线城市和热点二三线
城市，密集出台以“限”为核心的紧缩
型需求侧调控措施，力图全面管控投
机炒房。

记者注意到，在进行以“堵”为特
点的需求侧管理同时，一些供给侧调
控的“后手棋”也开始落子布局。

7月4日，上海位于浦东新区和
嘉定区的两幅出让地块首开“只租不
售”模式。3 天后公布的《上海市住
房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上海“十
三五”期间计划供应 5500 公顷住宅
土地，可提供住房约170万套，比“十
二五”期间增加60％左右。

实际上，在上海公布未来5年供
应计划之前，北京也开启了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思路。未来五年计划供
应住宅用地 6000 公顷，其中国有建
设用地 5000 公顷，集体建设用地
1000公顷，以保障150万套住房建设
需求，其中包括50万套租赁住房。

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为代
表的楼市“供应之变”表明，楼市调
控重点正从最初的“打补丁”“堵漏
洞”，向如今的“增供应”“调结构”转
变，调控手段正由堵到疏、由抑投机
转向稳预期。

楼市的火热往往伴随“地王”的
不断涌现，背后不仅有土地短缺、拍
卖机制的原因，也与过度透支的金融
有紧密关系。

“各地要建立购地资金审查制
度，确保房地产开发企业使用合规
自有资金购地。”不久前，住建部和
国土资源部联手加强购地资金管
控，掐断货币到房地产之间不合理
的“明渠暗道”。

此外，5 月底，住建部发布我国
首个住房租赁和销售法规的征求意
见稿，“购租并举”改革全面提速。大
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预示着热点城
市住房供应将从“重售轻租”跛行式
供应体系，转向构建“租售并举”的供
应新体系。

种种迹象显示，从土地供应、金
融到立法顶层设计，房地产结构性调
整的调控思路逐渐浮出水面，基础性
制度和长效机制的“四梁八柱”正在
搭建。

刘洪玉说，需求侧管理“先手棋”
只能治标，只有尽快下出“后手棋”，
着力改善土地和新建住房供给管理，
提高市场供应弹性，才能稳住老百姓
对楼市的预期。

调控之问：长效机制落地有多远

今年以来，以北京“3·17”政
策为起点，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
市，到南京、杭州、厦门等热点二
线城市，再到环京、环沪周边区
域，新一轮范围更广、力度更严
的调控席卷全国。

从国家统计局数据看，上半
年房地产价格调控成效进一步
显现，楼市分化态势依然明显。

一线城市房价稳中回落。
截至今年 6 月，一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平
均涨幅均连续9个月回落。6月
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价格环比平均分别下降
0.1％和 0.2％。其中，北京二手
住宅价格环比下降1.1％，深圳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收窄
至2.7％。

截至 6 月，二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同比平均涨幅连续7
个月回落，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平
均涨幅连续 5 个月回落，过热局

面得到一定遏制。6月份，尽管杭州等个别
热点城市价格环比略有上涨，但总体看投机
需求得到遏制。

同时，非自有资金不能拿地、现房销售、
自持面积要求、限房价竞地价等措施限制了
参与竞拍房企的对象，房地产企业拿地冲动
相较以往减弱。记者调查发现，尽管大部分
房企仍然看好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但房地
产开发投资增速呈现缓中趋稳走势。

但记者日前采访部分三四线城市，发现
一些地方的房价有回温态势。国家统计局数
据也反映出部分三四线城市的地价和房价出
现上涨。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廖俊平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大城市的人口
回流到原流出地，相当一部分回流到了三四
线城市。据统计，部分三四线城市的回流农
民工购房占比超过当地商品住房交易量的
50％，有的县城甚至超过 70％，自然推动了
房价上涨。

房价变动时刻牵动着购房者的神经。刚
过去的6月，由于无力承担40万元一个的车
位与六成的首付款，拥有刚性需求的白领小
冯，与看中的一套位于杭州市西湖区之江板
块的新房擦肩而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
管处处长寿欢林说，个别房地产开发商采取
高价绑定车位、将新房通过二手市场转让等
手段提价，被政策“压下去”的差价落到了像
小冯这样的购房者身上。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说，
调控楼市既要用短期见效快的方法去“堵”，
也要用面向中长期的措施去“疏”，做到远近
兼顾、疏堵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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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 6
月份房价数据。全国房价总体平稳，一
二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连续回落，一线
城市房价环比下降，折射了本轮楼市调
控政策的威力。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9·30”调控
至今9个多月时间，全国已经有超过60
个城市或县区发布各种房地产调控政
策。时至年中，今年春天起不断“加码”
的楼市调控仍在继续。

新一轮调控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哪
些变化？稳定楼市的长效机制如何落
地？“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多地调研，探寻
房地产市场的动态与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