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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已开工保障房 20.48 万套

鹤壁开工率超六成排名第五

7 月 20 日，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通报了

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全

省已开工各类保障性住房 20.48 万套，占今年

42.09 万套目标任务的 48.65%。

省委、省政府近日组织有关部门对我省保

障性安居工程进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督查。督查

显示，全省 18 个省辖市保障房建设进度不一。

其中，济源、郑州、安阳、许昌、鹤壁、漯河、三门

峡等 7 地市开工率过半，而新乡、开封开工率

仅为三成左右。 18 个省辖市开工率具体的数

字为：济源 79.4%，郑州 72.4%，安阳 71.33%，许

昌 67.29%，鹤壁 60.98%，漯河 60.21%，三门峡

53.36% ， 周口 48.13% ， 商丘 45.96% ， 洛阳

45.61%， 信阳 44.97%， 南阳 43.99%， 驻马店

43.74%， 焦作 41.77%， 濮阳 41.55%， 平顶山

35.4%，新乡 31.07%，开封 28.05%。

按照《河南省 2011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专项工作方案》， 今年我省将投入 364 亿元

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40 万余套。 为督促各地

项目实施进度、 加强保障性住房质量安全监

管，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要求，各地要加快项

目实施进度，7 月底实现开工 26.25 万套、完成

全年目标的 62.4%；8 月底全部开工。 同时，要

切实加强保障性住房质量安全监管，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将组织各地定期对在建工程质量

安全进行“拉网式”排查，对于发现的问题，依

法严厉处罚。审计、监察部门也将全过程介入，

实现省级督查工作常态化，并对项目推进缓慢

的市、县政府进行约谈。

（综合新华社、《河南日报》消息）

保障房“配建”模式

获国务院肯定

今后房企或“被动”参建

据第一财经日报消息 楼市调控再度

迎来政策信号， 未来商品房配建保障房可

能成为土地出让的主要模式， 开发商或将

不得不参与建设保障房。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 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采取多种措施增加普

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 坚持和完善土地招

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 推进商品住房用地

供应由价格主导向双向定价、 配建保障房

等转变。

一位权威人士透露， 在出让商品房用

地时要求配建一定面积的保障房， 此前已

经有一些地方采用了这种做法，比如北京、

青岛等地。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此做了

明确表态，说明中央肯定了地方这种做法，

并有意将之在各地推广。

配建推广造成的直接影响是， 大多数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即便以前没有主动参

与过，未来也要“被动”地参加保障房建设。

原因很简单，企业不答应这个条件，就没有

资格参与拿地。

今年 6 月份，郑州市出台《商品住房项

目配建保障性住房实施办法》规定，郑州市

所有商住房项目将按 10%的总建筑面积配

建保障性住房， 不配建的开发企业需向政

府缴纳保障房易地移建款， 该款项将被全

部用于保障房建设。

西安、福州、邢台等地今年也曾出台类

似规定，且配建比例也多为 10%。 此举被业

界称为“捆绑销售”。

除地方实践外， 主管全国住房建设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曾多次对商品房用地

配建保障房的做法，表达过支持态度。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 对于北京和

青岛的做法， 某部委曾在今年年初组成专

题调研组进行实地调研， 总体上予以了肯

定，既落实了保障房的建设任务，又对稳定

房价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在调研中也有人士认为，普通商

品房和政策性住房混建，居住人群不同，生

活方式有差异，且配建过于分散，可能会加

大后期管理诸如物业管理、 设施维护以及

人员退出等方面的难度。

此外，这种“捆绑销售”实际上是将部

分保障房的建设任务推给了开发企业，开

发商是否愿意承担？ 若开发商认为配建保

障房提高了开发成本， 是否会将之分摊到

同一项目的商品房上去，进而抬高房价？

不过， 青岛相关部门向前述调研组表

示，配建保障房的成本并非由开发商承担，

保障房建成后， 政府将以一定的价格向开

发商回购， 且回购价格甚至高于开发商的

建安成本，因此，开发商不仅不会亏损，还

能有一定利润。

上半年宅地供应

仅完成年计划26%

� 据第一财经日报消息 国土部刚刚发

布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全国 31 个省（区、

市） 和新疆建设兵团今年上半年住房用地

供应计划完成 57406.82 公顷，仅仅完成年

度计划的 26

％

。

住宅用地供应情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楼

市调控成效，保障房供地若不足，会影响开

工进度， 商品房供地不足也会影响未来房

源供应，推高房价上涨预期。

至于供地进度略显较慢的缘由， 国土

部认为，从供应节奏看，一般一季度为供地

的低谷，二季度土地供应开始增加，三、四

季度达土地供应的高峰。因此，虽然上半年

住房用地供应计划仅完成了 26

％

，但按照

正常的计划供应节奏， 下半年住房用地供

应将会增加。

晨报讯（记者 陈海寅）7 月 16 日上午，

浚县金谷·铂金国际项目举行奠基仪式。 该项

目定位高档居住小区，总投资达 3.3 亿元。

金谷·铂金国际项目是柳州市金谷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中鹤集团共同开发建设

的一座高档居住小区，北临浚州大道、南至金

城路、西至卫河路、东至霄河路。 项目总占地

166 亩，规划建设总规模超过 21 万平方米，其

中住宅面积 17.8 万平方米、 商业面积 3 万平

方米、配套设施面积约 4200 平方米。小区建筑

为新欧式风格，小区内规划有幼儿教育、医疗

卫生、休闲健身、饮食购物等完善的配套设施。

该工程计划总投资 3.3 亿元，分三期进行，3 年

~5 年的时间全部竣工。 项目落成后，将成为浚

县城市建设的新亮点。

奠基仪式上，该项目开发商之一、柳州市

金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莫革英

表示， 一定会把金谷·铂金国际项目打造成一

个高品位、现代化的高档小区，让它成为浚县

的精品工程，亮点工程。

浚县铂金国际小区开工

占地 166 亩 总投资 3.3 亿元

下半年楼市

或启新一轮限购

据上海证券报消息 下半年楼市

限购政策的升级加码，将下一步调控矛

头直指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这

不仅意味着限购政策的实施范围将进

一步扩大，同时也给部分有意放松限购

政策的地方政府以警示。中国指数研究

院分析了 100 个城市的房价数据后认

为，有 10 至 20 个城市或将纳入新一轮

限购范围，预计这将使全国商品房销售

量出现 2%至 3%的下降。

今年上半年， 房地产调控政策效

果逐步显现， 主要城市成交量得到显

著抑制，房价涨幅明显缩小，但全国商

品房销售面积仍同比增长。 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2011 年 1 月 ~5 月， 一线

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16%， 二三

线城市增长 6%， 而地级县级市增长

14%， 是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9%

的主要带动原因。

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

数对 100 个城市的全样本调查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未出台限购措施但房价

较高的前 10 个城市依次为： 珠海、台

州、昆山、张家港、湖州、嘉兴、吴江、常

熟、江阴、扬州。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未实行

限购的城市中， 今年以来房价涨幅较

高的前 10 个城市依次为：岳阳、丹东、

秦皇岛、牡丹江、襄樊、洛阳、吉林、桂

林、韶关、常德。 其中秦皇岛、烟台、湛

江和惠州的价格绝对值和涨幅均位居

前列。 这些房价较高、上涨过快的城市

出台限购措施的可能性很大。

目前，全国已有约 40 个城市出台

了限购令， 不同城市严厉程度有所差

异。 根据国家统计局 6 月 70 个大中城

市房价指数， 这些限购城市中房价涨

幅靠前的依次为：乌鲁木齐、石家庄 、

长沙、南昌等。 其中，石家庄、长沙、南

昌、沈阳、昆明、贵阳等地仅在主城区

或房价较高、 涨幅较大的中心城区实

行限购措施。 这些限购力度相对较松、

目前房价涨幅却相对较高的二线城

市，限购措施有可能进一步加码。

中国指数研究院预计， 接下来将

出台新一轮限购政策的城市可能有 10

个 ~20 个。 根据去年的销售情况推算，

如果这些城市施行限购， 将导致全国

商品房销售下降 2%~3%。 我国此次明

确提出对二三线城市限购， 旨在防止

投资投机性需求转入生活水平较低 、

房价涨幅越来越快的城市， 对全国房

地产市场起到可持续的抑制效果 ，同

时避免增加地级县级市低收入人群的

购房压力，降低保障房建设的压力。 另

一方面，政府持续“加码”调控，对已经

出台限购政策的城市也是个“警示”，

短期内这些城市放松限购政策的意愿

将得到控制， 有助于房地产调控政策

影响的进一步深入。

7 月 16 日，浚县金谷·铂金国际项目奠基。 晨报记者 王磊 摄

二季度超六成城市

居住地价环比增速回落

据人民日报消息 二季度对全国 105 个

主要城市的监测表明， 地价总体水平小幅上

升，环比增速持续回落。 二季度全国主要监测

城市地价总体水平为 3000 元 / 平方米，商业、

居住、工业分别为 5506 元 / 平方米、4443 元 /

平方米和 645 元 / 平方米。

监测显示，全国三大重点区域中，综合地

价环比增速均呈回落态势；其中，长江三角洲

地区综合地价水平最高，为 4574 元 / 平方米；

珠江三角洲地区次之，为 4097 元 / 平方米；环

渤海地区最低，为 3288 元 / 平方米。

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比、同比增长率居于首

位。 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综合地价环比、同比增

长率均高于全国和东中部重点城市平均水平；

东中西部地区综合地价同比增速持续高位运

行。

对此，监测报告分析认为，在严厉的楼市

调控政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各用途的地价增

速较上一季度均有所放缓，对商品住宅交易的

严格限制，投资持续转向商业地产，全国商业

地价环比、同比的增长率最高。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价所所长赵松认

为，持续向好的国民经济支撑了土地市场的稳

中有升态势，宏观经济总体增长，对我国土地

市场平稳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为土地市场注入

强劲的刚性需求。

他说，加之通货膨胀率持续高涨，以及人

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境外热钱流入，部分持币

观望和避胀需求入市显化，推动了土地价格总

体水平小幅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