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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异地炒房

40城市个人购房数据将联网

据华西都市报消息 住建部有关人士透

露， 住建部近期开始推进房地产热点城市房

屋权属登记系统和数据库的异地联网工作。

该工作完成后， 同一权属拥有人名下在 40 余

个不同城市的房产均可查询， 异地购房的资

金流向、程度、走势将可以得到统一监控。 业

界分析人士认为， 此举可以遏制投机投资需

求，但操作起来仍有很大难度。

■

40 城市个人购房信息联网

此前， 除银行个人信贷征信系统全国联

网外，房屋权属信息在各城市间并不联网，房

屋权属信息均采用属地管理原则。 所谓属地

管理原则，也就是说，在本地只能反映或查询

权属人在当地的房屋权属情况， 而不能显示

其在异地拥有房产的情况。

针对此情况，住建部相关人士介绍，住建

部早已就部署房地产热点城市房屋权属登记

系统和数据库的异地联网工作， 近期开始着

手推动此项工作的进行。 已经登上住建部议

事日程的联网候选城市逾 40 个， 均是房地产

市场中的热点城市。

显然，住建部希望通过严厉的“异地购房

限购”与“异地购房监控”，严格控制异地购房

行为，并尽可能地在二三线城市的住宅房地产

市场中实现“去投资化”的目标。

■

助力“限购”政策执行

据了解，这一工作将分为两步走，第一步

是对新购商品住房部分的房屋权属信息进行

联网；第二步是逐步对存量住房的房屋权属登

记数据库进行联网。

住建部相关人士介绍，2004 年后，全国各

主要城市商品住房预售、销售管理均陆续实现

了网络化；商品期房、现房的交易也都陆续实

行了网络签约与信息存储。 因此，目前住建部

的主要工作精力集中在第一步，即对新购商品

住房部分的房屋权属进行联网查询。

至于存量住房部分，由于历史数据收集、

登记、数据化方面各城市的程度不同，因此这

阶段工作被“押后处理”，将要耗费多少时间还

无法预计。

住建部一名官员表示，房屋权属异地联网

属于房屋管理的基础资料， 对信息共享有好

处，也是市场管理的需要。 需要建立更多共享

网络信息， 才能让投资消费转移。 此举对于

“限购”政策的执行更有实际意义。

■

工作量大执行有难度

中原地产研究部四川区域副主任周觅说，

目前，如果权属人在成都拥有住房的同时，在

重庆也有住房，那么他在成都、重庆的住房权

属信息，也只能分别在成都和重庆两地查询。

“哪怕他在重庆买了多套房子，他照样可以来

成都买房。 ”

但如果实现了房屋权属信息及数据库的

异地联网，同一权属人在不同城市拥有的住房

情况将一目了然，限购政策就能全国“连通”。

如果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城市拥有多套住房，就

可以认定是投资性或投机性购房，住建部可以

制定政策加以应对，遏制投机投资需求。

“不过，这项工作具体操作起来还是有相

当的难度，工作量非常大。 就像房产税一样，

说了很多年才开始真正试点落实。 目前，住建

部并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因此短期看来，暂

时不会对市场造成太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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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一城两制”抵制楼市限购

据北京商报消息 尽管根据此前监管部

门的要求，媒体纷纷预测 8 月底会是地方上报

新增限购名单的大限，然而在二三线城市限购

“扩容”大幕迟迟难以大规模开启的同时，已限

购城市却在执行中出现了种种变通。

业内人士表示，限购令是打击投机需求的

良方，但如果地方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经济发

展等角度的顾虑频现“打折”执行，而非从调结

构上逐步摆脱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可能最

终不仅影响调控实效， 也将错失经济转型良

机。

●

同一城未限购区房价一年涨五成

“我们这儿的限购令就限制买二环以内的

房子，可真正‘房虫子’都在炒二环以外的房

源，限购令出台以后房价反而涨得更快了。”家

住辽宁省沈阳市北二环阳光尚城的张女士最

近发现小区内一年前均价还在 6000 元 / 平方

米的房子，限购令出台半年后的今天居然涨到

了每平方米近万元，涨幅超过 50%。“这不前两

天 1 楼东边那家 90 多平方米的房子卖了 88

万元。 ”据张女士透露，刚刚卖掉的房子便是

附近一个知名“房虫子”扣的房源。

所谓扣房源，即投机客在新房一期开盘或

二手房出让时， 价格较低的情况下将房源买

下，待房价上涨后再出让的行为。 据张女士介

绍，由于沈阳市限购令仅仅针对二环以内的房

源，但在经过此前几轮的房价上涨、老社区搬

迁后，沈阳的新房房源多集中在二环以外，大

多数的投机者也集中在二环外的新房项目内，

因此也就出现了限购令出台，未限购区域依然

上涨的情况。

●

财政压力致地方变相抵制

“事实上，很多城市的新城区或郊区恰恰

是房价上涨最快的区域，而地方政府出于财政

收入的考虑、出于 GDP 的考虑 ，根本不愿意

落实限购令。 ”专家杨红旭认为，对于楼市而

言，限购是一剂“猛药”，肯定会影响到地方土

地出让金收益以及房地产业相关税收，而按照

目前二三线城市财政收入的情况，上述两项占

比最少在四成左右，势必会遭到地方政府的抵

制。

限购令在执行层面打折的情况并非个案。

作为第一个新出台限购令的城市———浙江台

州刚刚公布的限购令也被业内戏称为“打折

版”限购令。根据规定，台州限购令对符合购房

资格的人， 只限制其在市区购房以及购买新

房，但并没有把二手房和在郊区购房这两道门

堵死。

高策房地产顾问机构董事长李国平则认

为，抛开经济发展，由于保障房建设的提速，目

前二三线城市对于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在未

能扩展其他财政来源的当下，地方政府很难摆

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这也是限购令遭遇变相

抵制的根本原因。

●

未入问责执行效果难监管

联达四方机构总裁杨少锋也表示，单从限

购令来看，地方与中央之间，存在很多利益博

弈，所以，2003 年实施房地产调控以来，效果

始终不佳，而住建部权力有限，直接与地方政

府对话、协商、谈判，并不占上风。

“关键是，限购与否、执行的情况怎么样并

非中央问责范畴。 ”杨红旭也指出，去年以来，

国务院明确提出，对于房地产业的两个领域实

行问责制：一是保障房建设，二是稳定房价 。

而限购令作为调控手段， 只要求地方政府出

台，并没有明确提及落实情况的考核。

对此，杨少锋表示，限购令“扩容”将使房

地产关联产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开发商资

金缺口，催生了高利贷，高利贷导致实体经济

被抽走，实体经济的问题又暴露了。 ”

而根据此前住建部的要求， 进入 9 月后，

扩容版的二三线城市限购名单将陆续出台，上

述业内专家分析，如果限购打折的问题难以解

决，即便出台新增名单，也未必能够获得预定

的效果。

下半年大房企将引领

合理价格销售

据解放日报消息 2011 年上半年， 我国

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投机投

资性购房需求得到有效抑制， 部分房价过高

城市出现稳中有降态势， 多数城市房价涨幅

明显趋缓， 建设类指标和销售类指标同比增

幅回落，市场总体平稳发展，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着力推进。 但是，市场也出现一些值得关

注的问题，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幅较大；商

品住宅用地实际供应节奏较慢， 完成供地计

划的比例较低；保障性安居工程在建设、分配

和管理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这是日前上

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 《上半年中国房

地产市场形势》报告中指出的。

●

交易量和价格呈现低位增长

该报告认为， 上半年市场销售大幅萎缩，

但房价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大范围下降，而是

保持稳中略升的态势，房价拐点并未出现。 上

半年大部分二线城市和非限购的三四线城市

的交易量和交易价格主导着整个市场，我国房

地产市场交易量和交易价格都呈现低位增长。

二手房价格调整迹象明显， 紧缩政策下

不少人弃购转租，再加上季节性因素，一些城

市租房市场租金价格上升。

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44419 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 12.9%，增幅比去年同期减少

2.5 个百分点。 其中，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增长 21.1%，办公楼增长 8.9%，商业营业用房

增长 18.6%。 分区域看，中西部地区房屋销售

总量占据半壁江山。 从重点城市看，上半年，

40 个重点城市共销售商品房面积 1.63 亿平方

米，同比上涨 5.4%。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同比

增长 4.3%，办公楼增长 6.9%，商业营业用房增

长 15.8%。

上半年，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26250 亿

元，同比增长 32.9%。 其中，住宅投资 18641 亿

元，增长 36.1%，占开发投资比重的 71%。 商业

营业用房投资增长 36.6%，占开发投资比重的

11.99%，是上半年投资增长最快的物业类型。

上半年，全国土地购置面积 21909.8 万平

方米， 同比上涨 18.4%， 全国土地购置费为

5015.72 亿元，同比上涨 18.8%。 全国待开发土

地面积 29631.62 万平方米， 同比上涨 29.4%。

购置面积同比涨幅的回落和累计待开发面积

增幅上升， 说明开发企业投资意愿和融资能

力都在减弱。

报告分析， 我国房地产业市场集中度正

在逐年提高， 大型房地产企业无论在一二线

城市或是三四线城市都呈现强者愈强的优

势。 原因在于，大型房企在资金、人才、土地储

备等方面实力雄厚，产品品牌影响力巨大，融

资手段和渠道多样化， 拿地规模化且价格相

对低廉。 中小房地产企业市场分额下降，开发

资源通过转让、兼并、流动、委托等方式进入

大型房地产企业的资源库。 此外，地方政府给

予品牌大型房地产企业更多的开发期待和优

惠支持。

报告同时提醒，要防止商业地产等业态发

展的盲目性。 最近几年，房地产企业转投商业

地产、养老地产、旅游地产、工业地产等业态的

增多，由于这些业态总体容量有限，产品结构

和布局需要调整，人才、资金和管理等要求更

高，投资回报周期更长，如果房企盲目上马，产

品一窝蜂开发，极易导致市场恶性竞争。

●

大房企将引领合理价格销售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展研究所所长

李战军在分析下半年行业发展时认为，下半年

市场总体会平稳发展，少数地方供大于求的情

况会扩大。 大企业继续引领未来市场发展。

整体看， 房地产市场继续在国家调控政

策下平稳发展， 商品房销售量同比涨幅较二

季度可能有所回落；多数城市房价整体平稳，

一些前期涨幅较大的城市，涨幅有所回落；部

分房价过高的城市和项目会稳中有降。 下半

年，大型企业可能通过价格调整来激活市场，

如采取加快加大推盘进度、 降低开盘价格的

方式进行促销， 通过增加销量的方式弥补销

售价格下降出现的利润损失。 如果多家大型

房地产企业采取类似方式进行销售， 那么市

场示范效果就会明显加大， 引导整个房地产

市场以合理价格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