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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改趋稳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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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量上涨!但

三四线城市却现库存天量"多地又现

#一房难求$的购房盛况!但房企却热

衷%保价缩量&"政府对楼市的调控政

策未有放松!但揣测在%稳增长&压力

下将出现政策反复'房价反弹的议论

甚嚣尘上()进入年末收官阶段!中

国楼市褪尽了%金九银十$的惨淡!呈

现出更加复杂的%表情$*

此间接受采访的市场人士认为!

虽然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

楼市出现%暖冬&迹象!但从全国范围

看!未现大范围的房价反弹* 种种迹

象表明!中国未来的楼市调控政策仍

将继续保持从严调控!%平稳&将是未

来楼市走向的主要特征*

事实上!在经历了
$

至
%

月的量

价齐跌和
&

至
'

月筑底两个阶段后!

中国房地产市场从今年
&

月开始止

跌回涨*

据中原集团研究中心统计资料

显示!截至
$$

月
!%

日!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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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

要城市新建住宅签约套数达到了

!)&!'%

套* 超过了此前创出近
!

年

新高的
*

月同期水平! 环比
$"

月份

同期的上涨幅度更是达到了
)"+&,

*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

伟分析说!北京等一线城市年末出现

%翘尾&现象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没有明显

收紧!各地则有一些针对公积金和首

套房信贷政策的微调和优惠* 其次!

主流开发商在前
$"

月份都完成了全

年的目标! 以价换量的行为有所减

少*

业界分析!基于购房者对后市存

在观望情绪!加之开发商去库存压力

减小!此番房价的微涨并不能形成大

气候*

虽然中国楼市价格大幅上涨的

动力不足!但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供应不足与旺盛需求之间的矛盾值

得关注* %后续供应不足将成为影响

楼市走向的关键环节* $中国社会科

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

主任尹中立说*

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监

测资料显示! 剔除保障房之后!

!"$!

年四季度-截至
$$

月
!(

日.北京全

市新房网签总量为
$(-"%

套!而在此

期间 ! 新房新增供应量仅有
$"%$!

套!供需之间缺口高达
(!')

套*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则显示!近几

个月来! 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新开工面积+房企购地面积等指针持

续下滑*

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自中国房地

产市场化以来!累积新增住宅供给不

能完全满足因城镇户数上升而累积

的潜在刚性需求*而未来城镇化依然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诉求!因此城

镇人口的持续增加和新增住宅的相

对供给不足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

主要矛盾*

#缓和供需关系将成为整个/十

二五0期间房地产调控的主要方向*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

春说*

现阶段!如何在%稳增长$的大框

架下!既解决楼市的供需矛盾又促使

房价 %回归到合理水平$1 刘元春建

议!必须围绕短期%打击投机$%促进

消费$"中期%扩大供给$%平衡供求$"

长期%推进改革$%完善制度$三个维

度对进行调控*

短期而言!一方面要继续对房地

产投资和投机行为进行严格打击!维

持现有调控力度"另一方面!要通过

出台房屋交易的增值税改革方案+扩

大房产税的试点范围和进度等措施

保持一定的刚性消费* 中期目标上!

则要保持地产供求与价格的平稳运

行!避免因供给大幅缩水导致的房价

报复性反弹*

业界认为!除了在房地产调控主

体政策不变的基础上!政府可以考虑

适度放松对重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

控制!向龙头企业和优质企业的房地

产开发投资的%定向宽松$!此外可以

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对于保障性住

房的投资力度!在部分缓解地方保障

性住房投资资金压力的基础上!加快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步伐*

至于%推进改革$与%完善制度$

的长期目标!刘元春说,%应适时出台

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全面推进房

产税试点!通过这些重大制度的改革

与创新引导当前房地产市场的预

期* $

不久前举行的中共十八大新闻

中心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住建部部长

姜伟新强调!继续加强保障房建设资

金管理!并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不放松*

尹中立说!随着调控政策的持续

深入+保障房建设进入稳定期!以及

涉及房地产的制度改革逐步推进!中

国楼市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的条件将

越来越成熟* !新华"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