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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热点城市房价高烧不退，时隔

两年的“限”字旗重出江湖。

8月最后一天，厦门和武汉联手为中国

楼市奉上重磅消息：两地同一天推出楼市调

控新政。厦门宣布将于9月5日重启限购政

策，三种类型家庭将被暂停购买144平方米

以下的房产；武汉则将购买二套房的首付比

例提高至四成。后续或有更多城市加入政策

收紧序列。

有网民表示，楼市涨幅过快，令刚需购房

者望尘莫及，背后却是宽松的信贷政策和高

价地作祟。限购政策只能治标，起到缓解作

用，若要从根本上缓解楼市上涨趋势，还需从

收紧信贷环境、增加土地供应量等长效机制

着手，从而保障楼市平稳发展。

限购限贷抑涨作用有限
舆论认为，此轮房价疯涨并非偶然。网

民“尹中立”表示，现今房价暴涨的原因是银

行信贷等多方面原因造成部分开发商融资成

本偏低，助推了高价地频现、“面粉普遍比面

包贵”的现象。

有网民表示，面对高涨的房价，地方政府

应该出台政策措施，防范楼市泡沫。限购政

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启的。

网民“长关漫道”表示，从今年年初以来，

一些城市房价疯涨不停，超出了刚需承受范

围，若政府不拿出有效调控机制，势必助长投

资客的投资热情，推高楼市泡沫风险。

网民“徐立帆”称，不少企业将本应投放

于实体经济的银行贷款和民间资金蜂拥投进

楼市寻求利润，对实体经济形成抽血效应。

在这种情形下，“抑制资产泡沫”为各热门城

市楼市调控加码指明了方向。

也有网民表示，限购、限贷政策作用有

限，只能在短期内有效控制住楼市的过热温

度，最终解决楼市问题，还需要通过市场机制

来进行调节。

亟须供需两侧同时发力
有网民表示，限购只是治标，起到的只是

缓解作用。如果信贷环境没有变化、高价地

现象仍频频发生，那么热点城市房价上涨的

趋势很难改变。此外，如果预期房价上涨，还

是会有大量需求买入。

“徐立帆”表示，此前的调控也证明，仅靠

单纯的限购、限贷，楼市并不会因此回到正常

发展轨道，人为设定的拐点一旦松动，迎来的

常常是更大力度的反弹。网民“邓新华”建

议，要解决房价问题，还得从全局入手，在需

求端，央行要解决人们的通胀预期；在供给

侧，要实行更加灵活的土地供应制度。

网民“W1391”表示，银行和相关机构当

务之急是收紧资金对房地产行业的投放，引

导信贷进入实体经济，同时做好政策预期管

理，给市场稳定的预期。

除了信贷，地价对楼价的影响力也不容

小觑。有网民表示，部分城市因土地供应量

急剧下降，拿地房地产企业通过高杠杆的方

式推高地价来获得土地，为避免高杠杆拿地

和一些地方政府搞饥饿营销，相关部门应把

握好土地供应的区域、数量和节奏，因城制宜

增加土地供应量。

（据《经济参考报》）

热点城市房价高烧不退

时隔两年，“限”字旗重出江湖

“是不是房产证无效

了，必须要去换不动产登记

证？都说房产证上写谁的

名字都不算数了。”最近市

民朱女士看到了很多朋友

圈中转发的消息后，产生了

一些疑惑。

随着不动产权证书陆

续发放，与其有关的话题成

为近期各方关注的焦点。

一些类似“以后房产证写谁

名都没用，有不动产权证书

房子才归你”及“房产证下

岗”等说法的出现，混淆了

概念、误导产权人。

事实上，不动产登记

证书登场，并不意味着房产

证“下岗”，以后买房子拿的

是不动产权证，房产证和土

地使用证停止颁发，但是已

经颁发的房产证并不作废。

1.现在的证需要换吗？
按照国家“不变不换”

的原则，现有各类不动产权

证书继续有效，权利不变

动，证书不更换。也就是

说，旧证、新证同时都具有

法律效力。但新购房屋等

不动产并首次办理产权

证，申请办理产权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等手续的市

民，将逐步换发新的不动

产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登记按照国家规定予以

5年过渡期。

2.房产证上有你的名
字≠房子是你的

在绝大多数购房者看

来，如果房产证上加上了自

己的名字，那么这个房子肯

定是有我的一份。但是，其

实不是的。

根据有关规定，房产

所有权的最高效力来自于

房产登记，房子作为不动产

物权，它的设立、变更、转让

和消灭，需要经依法登记，

才会发生效力；未经登记，

不发生法律效力。房产证

与不动产登记簿两者记载

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

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

外 ，以 不 动 产 登 记 簿 为

准。因此你不要考虑是婚

前还是婚后写名字了，房

产证没有你的名字也无所

谓，但是一定要在房产登

记簿上有你的名字。不动

产登记薄是由登记机构管

理，一般归房产局管理，是

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并

不会发到我们手上。

3.就算房产证上没有
你的名也有你的份

从公文的角度上看，

房管局的不动产登记簿上

有名字才算数，而另一方

面，结婚前买房子，就算是

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如果闹

上法庭，没有证据能证明你

出了钱，写上名字也是白搭

的。但是，上述这种情况也

仅仅是考虑到婚前买房，如

果是领结婚证后买的房子，

就算是只写一个人的名字，

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婚后单方父母全资买

下的房子，登记在自己儿女

名下，确认是只赠予自己儿

女一方，那么该房产属于自

己子女一方的财产，而不是

夫妻共同财产。（据中新网）

不动产证登场，房产证“下岗”？
业内人士：旧证仍有效不必更换

为给孩子陪读，无奈买了一套房子，没想

到，孩子毕业后房价涨了一倍。但买卖房屋

也有比较高的成本，对于一两年的短期“陪

读”来说，租房或许更为划算。

说法：买房陪读，省了租金还能赚钱
租房难觅合适的房源，租金高昂，有些有

陪读计划的家长就在二手房中介或是一些“过

来人”的撺掇下，考虑在学校附近购置房产。

与租房相比，自己购买的房产更为稳定，

居住更加舒适，也不存在被房东赶走的麻

烦。更重要的是，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购房

陪读，不仅省了房租，在房价看涨的情况下，

几年时间还可能赚几十万元。

确实有“陪读族”因为买房陪读赚到了意

外之财。

郑州市民刘先生的女儿2009年考入桐

柏一中念初中。那时候学校附近的房子价格

每平方米4000多元，为了求个稳定，他最终决

定在桐柏路与中原路附近购买个小两居室

“陪读”。去年孩子去武汉上学了，刘先生意

外地发现，那套老房子价格上涨了一倍多。

对比：陪读一两年，租房更划算
“最终选择租房还是买房，一定要视家庭

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定。”招商银行理财师李倩

说。虽然目前对未来房价走势有一定争议，

但对于有足够实力的家庭，陪读选择全款买

房比较划算，孩子毕业后可以选择出租或是

出售，风险相对较低。

如果是贷款购买，一定要考虑好家庭

的财务状况，学校周边房屋比较老旧，首付

比例比较高。另外，二套房甚至是三套房

贷款时，银行利息或许会压缩房屋可能存

在的升值空间。

购置房产整个的时间周期也比较长，从

看房、贷款到办理过户，经常会花费数月的时

间，因此临时决定购房时间会比较仓促。

另外，她提到，购置房产会产生相关的税

费、中介费等成本，两三年内频繁买卖房屋，

成本是非常高的。

因此，她建议，如果家长只是在学校附近

陪读1至2年，没必要专门购置房屋，这期间

买卖的成本就与租金相当，选择租房更划算；

如果陪读3年或更长时间，有实力的家庭购房

会比租房更划算。

声音：学区房不是越早购置越好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面对优质

学校周边房屋租金和价格节节攀升，有些家长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张罗购买学区房。

但业内人士提醒，学区房并不是越早购

置越好。

各市每年的学区划片虽然说相对稳定，

但每年都会根据片区入学孩子的情况，进行

部分调整。一旦购置房屋后遭遇调整，对家

长来说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房子买得

就很闹心了。

不仅如此，各地目前每年也都有不少新

建的学校，一些原本没有优质学校的地方，可

能会在几年内建成优质学校的分校，这时候

另外购买学区房就成了花冤枉钱。

因此，上述人士提醒，学区房不宜购买过

早，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和上学计

划，提前1到3年的时间考虑。

还需要提醒购房者的是，购买学区房就

是为了让孩子就近入学，只是陪读不牵涉户

口问题，但如果是划片入学则需要迁移户口，

而且一些学校要求提前三年迁入。

在二手房买卖过程中，产权过户与户口

迁移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原有户口全部迁出

之后，后买者才能办理户口迁入手续。否则，

即使房屋产权属于自己，但仍有可能会面临

由于房中仍有户口未能及时迁出而无法办理

迁入手续的尴尬。 （据大河网）

家长想“陪读”，买房租房哪个划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