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国务院确定的最后期限到

来之前，深圳也终于公布了其房价

调控目标。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委员会 29 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

有关公告，确定今年新建住房价格

控制目标为：2011 年全市新建住房

价格指数的涨幅低于全市本年度

GDP 和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增长速度。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有关要求，各地方政

府应在一季度前向社会公布当地

房价调控目标。 深圳的公布距离

“大限”只有两天。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

会在 29 日的公告中说， 深圳市此

次调控目标的确定是结合全市经

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等实际

情况完成的。

公告说，深圳将坚决打击房地

产投机行为， 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确保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

的实现。 （据《东莞时报》）

深圳房价调控目标公布

新房涨幅要低于

居民收入增速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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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周至县审计局副科长姚周琪，被

曝 12 岁时即进单位参加工作， 后调入县审

计局，长期担任会计并荣升为副科长。 审计

局和人社局的资料显示，从审计局、人社局

两部门的两份资料可以看出，姚周琪竟有两

个相隔三年不同出生年月的年龄。

“童子军”科长被曝 12 岁上班

近日在网上有一条消息称，陕西省周至

县审计局的姚周琪，被曝小学未毕业，但在

12 岁时即进单位参加工作， 后调入县审计

局，长期担任会计并荣升为副科长。 记者来

到陕西周至县审计局了解相关情况。 一位称

不是主任的工作人员表示不接受媒体采访，

但承认姚周琪是在县审计局工作，现任审计

局经济责任审计科副科长。 姚周琪本人请病

假没有在单位。 关于姚周琪 12 岁上班一事，

这位工作人员称自己并不知情，表示姚周琪

的档案资料都在县人社局。 后经记者询问证

实，自称不是主任的这位工作人员，就是县

审计局办公室主任侯会马。

人社局、审计局均称无相关人事档案

记者在周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简称人社局） 了解到， 姚周琪属于工人身

份。 县审计局的工人档案、工资表现都由县

审计局留存。 县人社局何主任向记者证实了

审计局有姚周琪这名职工，但自己不清楚姚

周琪是何时调进县审计局，“应该是很早就

调来的。 ”

何主任向记者提供了一份《2010 年西安

市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核名册》， 其内

容显示：姚周琪，女，1962 年 5 月 1 日出生，

1977 年 8 月 1 日参加工作，高级工，任职时

间：2002-12-1。 从这个表上看，姚周琪 15 岁

就参加工作了。

周至县审计局办公室侯主任却称姚周琪

的所有档案，全由人社局管理。他们审计局只

用人不管理档案。所有职工的工资表、花名册

都不在本单位，都由人社局统一管理。

副科长有俩年龄

然而，记者从一位知情人提供的加盖有

周至县审计局公章的《周至县政府工作部门

人员情况统计表》上看到 ：姚周琪，女 ，1965

年 12 月出生，1977 年参加工作，中专，工人。

从这个表上看， 姚周琪从 12 岁开始就参加

工作了。

但在人社局出具的工作人员名册中，姚

周琪是 1962 年 5 月 1 日出生的， 那么从这

两份表中可以看出，姚周琪竟然有两个出生

年龄。 而据知情人讲姚周琪已经请假有一年

多没上班了，还拿着副科级全额工资，竟吃

空饷一年之久。

局长表示乱问会惹麻烦

在周至县审计局，一位自称闲转的中年

男人， 让记者去找姚周琪本人核实情况，并

提醒县审计局办公室侯主任对记者“无可奉

告，对外不提供任何材料”。 这位“闲人”告诫

记者“不能乱问，会惹麻烦的”。 他指责记者

“没事找事，不懂规矩”。 但始终不说自己的

真实身份， 认为姚周琪之事不害怕媒体报

道，要让人民群众说了算。 后经记者调查证

实，“闲人”正是周至县审计局局长武凯。

据周至一位老干部讲，周至县审计局成

立于 1984 年， 先后有三任局长。 知情者透

露，姚周琪是在第二任局长王有林任职时调

入的，当时审计局成立不久。“姚周琪在审计

局做过会计（以前叫报账员），后升为行政二

科副科长，现改名为经济责任审计科”。

1977 年姚周琪在哪个单位参加的工作？

姚周琪是直接到周至县审计局参加工作还

是从其他单位调动而来？ 因为周至县审计

局、人社局都没有姚周琪人事档案，所以不

得而知。

周至县审计局成立于 1984 年， 姚周琪

1977 年参加工作比审计局成立还早了 7 年，

当年一个 15 岁的女孩究竟怎样参加的工

作？ 这其中有什么悬念，我们将继续关注。

（据新华网）

三问地方楼市“限价令”

楼市“限价”咋成了“限涨”?

记者跟踪 40 多个公布房价“调控目标”的城市，没有发现一个“降”字。 这些城市普遍“描述”

了允许房价上涨的区间，涨幅大都在 10%左右。

29 日晚，北京市政府公布了今年新建普通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明确指出今年北京新建普通住

房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 这使北京成为唯一提出房价下降目标，而不是涨幅目标的城市。

楼市“限价”怎么变成了“限涨”？ 地方政府“定价”的依据是什么？ 地方“问责”如何避免“软执

行”？ 围绕三大疑问，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陕西“童子军”科长

被曝 12岁上班

局长称乱问会惹麻烦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

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省级

人民政府总负责，市县人民政府负

直接责任。 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

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影响社会发

展和稳定的地方，要追究责任。

“国八条”提出，对未如期确定

并公布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

控制目标、新建住房价格上涨幅度

超过年度控制目标的，有关部门要

视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

人进行问责。

上海市民刘险峰对记者说，

“问责官员”并不是新鲜词，但为何

鲜有对房地产调控不力的官员和

部门“问责”的先例？“问责”不光关

系到百姓对政策实施的信心，还关

系到政府的公信力，不能仅停留于

文件。

“问责不能浮于表面。 在新一

轮房价调控中，有关部门应制定详

细的问责机制。 ”中国指数研究院

副院长陈晟说，只有将“问责制”落

实，才能避免调控措施被“架空”。

“当然，楼市调控不能把眼光

全部盯着房价。 ”陈杰等专家表示，

从长远看，更关键的是切实改善供

给结构、规范市场秩序 ，特别是加

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据新华社）

记者跟踪 40 多个公布房价“调控目标”

的城市，没有发现一个“降”字。 这些城市普遍

“描述”了允许房价上涨的区间，涨幅大都在

10%左右。

西安市 3 月 22 日出台今年新建住房价

格控制目标： 新建住房价格增长幅度不高于

当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幅度。 而西安 2011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增长目标是 15%。

这样的“限价令”让本想买房的西安市民

王苏磊感到失望： 调控政策怎么能成为地方

房价上涨的“合理依据”？ 这不等于默许今年

房价上涨 15%？

对此，西安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解释说，这

个控制目标是在调研基础上提出的。“有人误

读西安房价涨幅控制目标为 15%， 政府公布

的内容中并未这样明确表述。 ”

苏州市民马女士对“限价令”喜忧参半。

“苏州还未公布控制目标，这让人对房价限制

力度还有期待。 但参考上海的控制目标，房价

上涨的压力仍较大。 ”

对部分城市还没公布“控制目标”，一些

市民向记者表示不能理解：“这让人怀疑部分

地方缺乏调控房价的诚意。 希望其中不要有

太多猫腻。 ”

对此，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王珏林说：“各地政府制定的控制目标

要综合考虑地方资源、房价和居民收入水平、

保障性住房和土地供应等因素。 一线城市由

于评估过程很复杂，考虑因素多，因此谨慎地

作出判断，靠后公布可以理解。 ”

但他同时表示， 不排除一些地方选择参

照系时避重就轻、目标过于宽松的做法。“若

一些地方房价水平已较高， 仍然制定了太过

宽松的目标，则不利于地产市场调控；有些地

方政府担心被问责，定出高目标，这种心理也

是不可取的。 ”

记者发现，已经公布“控制目标”的部分

城市，今年以来房价已有较大涨幅。 以沈阳为

例， 今年前两个月均价比去年全年水平增长

10.6%。 同期西安房价比去年全年水平增长

13%。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马光远表示，本

是“控制目标”，却成为“涨价标准”，且各地制

定目标只有上限，没有下限，这会加剧市场上

关于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让“国八条”的调

控效果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

调控“问责”如何

防范“软执行”？

“控制目标”为何变成“上涨目标”？

“限价”标准为何独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相关新闻>>>

“国八条 ”提出，各地根据“经济发展目

标、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

付能力”，确定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 但记

者发现，已出台“控制目标”的地方，大多参照

了前两项标准，鲜有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为参照。 对此，西安市民黄女士很纳闷：三大

标准中，为何独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是一

些地方“选择性遗漏”？ 还是居民支付能力无

足轻重？

对此，一些专家和地方官员各执己见。 上

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上海今年控制目标中，提出加大保障性住

房建设力度、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提高居民

保障水平， 这都是提高居民支付能力的关键

环节。

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则表

示，GDP 和收入增长是现成的量化指标。 而

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却不好衡量， 需要动用许

多资源、建立衡量标准体系。

关注各地出台的房价“控制目标” 还发

现，各地采用的基数不同。 如合肥、上海等地

的控制目标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而兰

州、银川等地则以“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为基

准。“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的计算方式包括

保障房在内。 而保障房价格很低，能够拉低住

房整体价格水平。 这意味着商品房的涨价空

间就会大幅增加。 政府控制房价的绩效就失

去了意义。 ”陈国强说。

除了防止做“文字游戏”，还要防止地方

“控制目标”成为“数字游戏”。 复旦大学住房

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认为， 要警惕一

些地方“限制中心城区”新盘上市，甚至冻结

新盘价格等只图避过风头的做法。“就像为了

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直接拉闸限电。 ”

对于这些问题，王珏林表示，按照国家制

定政策的初衷， 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衡

量体系是多元的 ,一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理解

显然有偏差 ,也不排除“选择性失明”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