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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敏 王晖余 范超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50个大中城市环比房价上
涨的城市数量大幅增加。房价再次普涨、中介机构“热火”重现、房企
酝酿涨价“蠢蠢欲动”，7月作为传统楼市淡季却呈现“淡季不淡”。

在“稳增长”与“控房价”政策措施走向纵深之时，房地产市场出
现了哪些新变化？房价是否进入了回暖通道？调控政策还有哪些

“弹药”储备？

房价再次普涨 调控何去何从

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指标
“双升”：环比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比6月份翻
了一番，环比价格指数走高。房价由“局部上
涨”向“普遍上涨”变化的态势明显。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保利·中央公园”
售楼处，短短1个小时内，就有十几位看房者
来咨询，两套房子被售出。而在广西南宁“金
源一品”楼盘出现的近千人抢购100套房屋的
景象，成为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抢购浪潮
的一个缩影。

二手房同样人气旺盛。对比年初时一些
中介店面门可罗雀的情景，眼下的情况可谓冰
火两重天，在一些热门小区里，很多看房客需
要“拼团”才能轮上看房。一家中介企业负责
人告诉记者，该企业北京南城的四家分店原本
每个月约有100万元利润，但7月份做到了
300多万元。

房价上涨，成交量增加，是暂时的反弹还
是长期趋势的反转？专家表达了不同看法。

广东省房协理事赵卓文认为，近期的趋势

可以用“强劲反弹”来形容。在经济下行的背
景下，这样的反弹不仅与刚需释放有关，还与
居民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有关。楼市“虚火”
短期内还有可能更旺。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认
为，单从7月份数据环比止跌说反弹并不严谨。
事实上，这轮小幅上涨是开发商以价换量的结
果。未来房价走势“不是‘过热’，而是‘回稳’”。

“大幅反弹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但先涨
再小幅回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中国房地产
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昇说，由于此前楼市价
格经历了一轮深度回调，前期开发商把价格压
得比较低。但随着几个月来刚需释放，后续接
盘量可能会回稳，未来几个月不排除环比再下
跌的可能性。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则态度
明确地表示，房价并未反转，也不存在“报复
性”反弹的基础。主要由于中央坚持房地产调
控政策不放松不动摇。“但政府也需要密切跟
踪市场，预防类似苗头。”

房价普遍上涨 是“反弹”还是“反转”？

“地根”“银根”“预期”三大涨价因素推高房价

调控基调不变 “问责”会否成为“撒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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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淡季不淡”中介“热火”重现

随着房价上涨压力加大，地产政策调
控已经到了关键之时。“问责”将可能在这
一轮调控中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

“没有及时有效的监督和问责，限购
可能会流于形式、一些初衷很好的政策也
可能扭曲变形。”一些购房者认为，部分城
市政府对楼市调控“只见表态，不见效果”

“只见口头批评，鲜有问责落实”是造成房
价“屡调屡涨”的重要推手。

问责不能仅仅停留于“隔空喊话”。
专家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对开发商进行

“喊话”是有必要的，“但是若本轮调控的
年度目标没有完成，该问责就当问责。”朱
中一说。主管部门应当强化监察职能，避
免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用变相手段弱
化调控政策，要对政策落实不到位、房价
控制目标未达到和保障房建设滞后的城
市实行问责和整改。

多位专家表示，调控“组合拳”涉及
多个部门、各级政府，希望能强化执行、
监管和问责力度，形成部门合力，杜绝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
此外，专家普遍认为，“有保有压”的

差异化政策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房地

产调控的主基调。
财税政策仍有较大操作空间。财政

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房产税
扩容肯定是大方向。同时也要尽量把握
好方案的可行性，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得
失，在其他城市跟进时进行方案优化。

优化供给结构仍是长期方向。“目前
‘市场轨’和‘保障轨’双轨统筹的机制比
较明显。”贾康说，“最大化保障房托底的
作用，更有效地将有限资源配置给需求
方，抑制商品房泡沫。”

专家认为，针对当前房价上涨压
力，政策储备很有必要，但也要充分考
虑到这些储备政策的副作用，避免误伤
和扭曲房地产市场发展规律。开发商
也最好“洁身自好”，避免招致一轮更严
厉的调控。

这样一来，制度建设就显得格外重
要，这也是记者采访时专家表达最多的看
法。朱中一认为，房地产制度建设，政府
要给公众一个清晰的政策思路，只有对未
来的政策方向有了明确稳定的预期，企业
才能放心投资，百姓才能理性消费，市场
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楼市调控未曾放松，政策并未松动，为
何7月份的房价依旧上涨？

地方增收乏力，“地根”放松冲动增
加。暗自放松限购、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
普通住宅标准调整、发放购房补贴……
2011年下半年以来，全国有33个城市以
不同方式“微调”楼市政策，“财政焦虑”再
次凸显。由于土地出让金收入锐减，地方
政府放松调控以活跃房地产市场的意愿增
强，一些地方屡屡微调试探调控底线，房价
调控受到挑战。

一些地方的地王“重出江湖”。在7月
30日举行的北京土地拍卖中，和裕地产
以每平方米37875元的楼面价捧得一商业
金融地块，成交价位之高居北京历史上同
类地块的第二位。而在6月，恒大地产以
13.22亿元购得广州珠江新城地块，溢价率
高达170%，引发市场一片哗然。

中原市场研究中心数据说明了土地市
场的这一变化，7月份全国13个主要城市
扭转了上半年的土地市场颓势，土地出让
金上涨6%。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土地整
理储备中心数据显示，7月份北京共成交
16宗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共93.61亿元，
创下今年以来单月土地收入新高。

“财政收入减少，土地财政饥渴，不排
除一些开发商去年以来，或者在更早之前，
以低价拿地，高价出售，抬高房价的可能
性。”陈昇说。

“银根”放松，房企涨价动力加大。随
着“稳增长”一系列措施的出台，特别是两
次降息之后市场流动性有所宽裕，一度经
历“寒冬”的房企日子好过起来。业内人士
称，地产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平均是在
70%，现在整体下滑。上市房企已公布的
半年报显示，负债、现金流都在好转。

房价预期变动，购房者“加紧”购入。
365地产家居网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超
过七成的网友计划在半年内出手买房。购
房者的“消化力”从一组数据中便可窥见一
斑：7月份多数城市楼市库存大幅减少。
其中南京去库存化最快，单月商品住宅可
售面积下降49.3万平方米。北京、苏州、
青岛的库存降幅都超过了10万平方米。

“楼市库存的下降为房企‘减负增效’，反
过来又会增加开发商涨价的冲动。”陈昇说。

“楼市调控其实是政府、房产商和购房
者之间的‘信心博弈’。”复旦大学公共传媒
博士徐健认为，购房者更应该相信政府调
控房价的能力和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