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芬奇”造假事件出现逆转

今年 7 月份，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了达芬奇家居造假一

事，当时，北京消费者唐英自称花 280 多万从达芬奇家居购买了

40 多件家具，但家具质量极差。

随后，深圳、广州、北京等地的工商、质监、海关、税务等部门

迅速行动，查封了达芬奇家居在当地门店的部分家具和仓库。 一

时舆论哗然， 这个家居奢侈品牌一度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

鼠。

但近日《新世纪》周刊的报道让达芬奇事件出现了大逆转。 这

篇稿件详细报道了达芬奇与消费者唐英的纠纷，报道称，达芬奇

曾经花费重金，企图摆平“造假门”事件的影响，其中，当时“造假

门”事件的央视记者李文学曾收受了 100 万。

当事人李文学否认收受贿赂

《新世纪》的报道中提到，达芬奇造假门中的最主要采访对象

“东莞长丰总经理” 彭杰其实只是一名跑单员，2011 年春节前后，

李文学以采购 2200 万元欧式家具为由，反复诱导彭杰夸大其辞，

最终制作成披露达芬奇每年向东莞长丰采购 5000 万元假冒意大

利品牌家具的新闻报道。

对此，达芬奇指控称，《每周质量报告》记者李文学“故意编发

虚假报道，隐匿新闻事实，并联合唐英、崔斌 (中间人 )对达芬奇进

行敲诈勒索”。 与此同时，达芬奇宣布，已向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

报案，要求追究李、崔、唐等人涉嫌敲诈勒索和诈骗的刑事责任。

1 日，当事人李文学就“敲诈达芬奇家居”发表声明，称达芬奇

总经理潘庄秀华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妄称给他 100 万元，完全是

诬陷和诽谤，并且潘庄秀华称向有关公司支付所谓公关费用与他

毫无关系。 要求潘庄秀华等人立即停止诽谤和诬陷等违法行为，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达芬奇”再次声明央视报道虚假

2 日晚，达芬奇的新浪官方微博发布了针对李文学的声明，对

于当时央视的报道指出了 6 点疑问，其中包括央视隐瞒达芬奇与

消费者唐英的纠纷，假造“东莞家具长丰总经理”彭杰的身份等。

对于李文学否认收受 100 万元，潘庄秀华指出崔斌知道全部

实情，“李文学与崔斌以及我本人三方多达 5 次面谈时，李文学当

面教训我公关费是合理的。 ”

潘庄秀华直言，“2011 年 7 月 10 日、17 日《每周质量报告》的

两期报道的核心事实都是虚假的，甚至是导演刻意安排的。 ”

录音显示李文学曾多次暗示公关费用

目前，央视官方对此并没有发表任何说法，但事实显然对李

文学较为不利。

2011 年 12 月 31 日晚 8 时，达芬奇官方微博上挂出达芬奇老

总潘庄秀华与自称崔斌的人士一段讳莫如深的对话录音。 崔说：

“人家不会承认拿过你一分钱的，永远都不会承认的”。 不过整个

对话崔斌显然很警惕，一直用“人家”这个词代替，没有明确说是

央视李记者。

随后流传网络的央视驻意大利记者到意大利卡布丽缇采访

的视频更是将矛头直指央视，这位记者曾打电话说：“你们确信那

个达芬奇卖的就是偷拍这个工厂里面的这些东西， 你们能保证

吗？ 你们都不敢保证，那你叫我查这个东西我怎么敢保证？ ”

2 日，达芬奇公布的交谈录音对李文学愈加不利，比如，李文

学曾劝说潘庄秀华甩卖杭州门店，“如果你觉得杭州店不行，那你

把它甩了，我先收一下”。 他还多次提到了公关费用：“潘总，您想

想，电视台二套这节目，它做任何东西，它能没有费用吗？ ”

（综合《新京报》《云南信息报》）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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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房价的过快上涨不可持久 ，调

控的猛药、狠招也不能长用不懈。 在坚持

调控政策不动摇的同时，权威人士表示，

各方面要积极探索， 完善符合我国国情

和市场经济规律的住房政策体系。

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严

荣认为， 未来的楼市调控还应补足两方

面的软肋， 一是基础性工作有待进一步

推进，包括居民住房信息、住房困难人群

的信息等， 为调控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

据；二是制度性创新需要加强，比如房产

税的完善与推广、 中央及地方税收分配

制度的改革等。

以房产税为例。 来自重庆、上海两地

的信息显示， 试点期间房产税征收力度

虽然不大， 但对住房消费已显示一定引

导作用。根据中央部署，2012 年要继续推

进“房产税改革试点”。“房产税改革试

点， 体现了市场经济要运用规范的经济

手段进行间接调控， 而经济手段里税收

是不可忽略的政策组合工具。 ”财政部财

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

不过专家认为， 全面开征房产税还

需清除三大障碍：信息障碍，要加快全国

住房信息数据的联网；法律障碍，要对已

有的法律、法规、地方政策进行梳理、清

理； 征收障碍， 是自己申报还是政府认

定，滞纳税款如何处理等，都需要细化。

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必然要

触动各方更多的利益。 比如，个人住房信

息系统的建设和联网近年来之所以“雷

声大雨点小”，一大原因就是此项工作涉

及地方、 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 殊为复

杂。

调控进入“深水期”

2012 楼市四大看点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叶锋

房价涨势得到遏制，房企资金全面吃紧，保障

房建设创下历史新高……刚刚过去的 2011 年，中

国楼市“屡调屡涨”的怪象终结。 2012 年，房价是

再度反弹还是合理回归，楼市交易僵局能否打破，

长效机制能否建立，保障房的“稳定器”作用能否

发挥……这是展望 2012 年乃至以后中国楼市的

关键看点。

“达芬奇”报案称

遭央视记者勒索百万元

央视记者发声明称系诽谤

达芬奇家居“造假门”事件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近

日，有媒体报道称，达芬奇自称“汇”了 100 万元摆平“造假

门”。 1 日，当事人、《每周质量报告》记者李文学否认收受了

达芬奇的 100 万元。 2 日晚，达芬奇公布了总经理潘庄秀华

与李文学的录音，李文学曾劝说达芬奇甩手杭州店并多次

提到了公关费用。

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

进房价合理回归。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明确的精神， 业内专家综合分析，“遏

制房价快速上涨”的目的初步达到。 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 年 11 月份 70 个

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继 10 月之后，再

次下跌。

从银根看，央行表示，2012 年将继续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保持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目前没有收到放松房地产

开发贷和个贷的信号。 ”上海一商业银行

大客户部负责人近期告诉记者。

从需求看，上海、北京、深圳、广州 4

个一线城市已相继表态， 今年均将继续

执行住房限购政策。 投资投机性需求今

年可能继续受到遏制。

从供应看，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强调，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

效供给。 各地去年中小套型住房供地和

建设比重均明显上升，再加上库存增加，

今年楼市不具备因供应短缺而产生“抢

购”的环境。

值得关注的是， 一些重点城市正在

重估房地产的定位。 比如，上海市主要领

导近期强调，“要痛下决心， 坚定不移地

推动科学发展”，“经济发展必须减少对

房地产等的依赖等”。 业内人士指出，这

将深刻地影响市场预期， 进一步削减房

价反弹的“心理基础”。

知名房地产研究专家陈淮说：“对中

国房地产业来说 ，“依靠于恐慌性的需

求，依靠于过度占有资源的需求，依靠于

为卖而买的需求支撑的关系时代过去

了。 ”

不过，业内人士同时提醒，不排除一

些二、三线城市房价今年仍然上涨。 为防

止上涨动力的“过快转移”，要通过责任

机制严格确保政策执行到位。

这一轮调控中， 与房价稳中有降伴

生的，是交易僵局的持续。 在年均城市化

速度近 1

％

、住房建设仍被认为处于“绝

对短缺”的时期，交易的持续萎缩不是正

常情况。

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的数据显示 ，

2011 年上海房价下跌了 0.56

％

， 但供应

和成交量均明显下降； 成交降幅更是接

近两成，创近 7 年来新低。

如何打破僵局？ 主要是“两端发力”。

对开发商，卡紧资金流，消除其囤房、囤

地的根基， 使其回归到通过销售房屋回

收成本的路径上来；对购房者，则是要为

其合理的自主、 改善型需求提供释放通

道，使市场恢复正常的活跃度。

不容忽视， 一系列政策在有效抑制

炒房投资需求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对合

理购房需求产生了“误伤”。 上海白领李

颖的烦恼颇有代表性：“去年连续三次加

息，首套房首付提到三成甚至四成，首套

房贷款利率上浮， 让我们这样的刚性需

求很‘受伤’。 ”

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强调， 将严格实

施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支持居民

的合理购房需求， 优先保证首次购房家

庭的贷款需求。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赵

磊表示，在当前情况下，楼市调控政策仍

然不能放松力度， 但不排除根据形势的

变化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微调。

上海中原地产研究咨询部总监宋会

雍认为：“预计今年上半年， 信贷额度趋

于宽松，首套房贷利率会有机会回落。 ”

保障房能否加快

成为楼市“稳定器”

2011 年底，上海“馨宁

公寓 ”和“尚景园 ”两个公

租房项目“揭开面纱”。 面

积适租，全装修，由国有机

构运营，租金低于市场价，

向包括外来常住人口在内

的 住 房 困 难 人 群 敞 开 供

应———首 批 合 计 5100 套

公租房一举冲入上海这一

楼市“风向标 ”城市，一石

激起千层浪。 2011 年全年，

上海保障房的开工建设量

超过全部住宅的六成。

“保障房正加快从蓝

图变成实际供应， 在深层

次 上 影 响 着 购 房 者 的 预

期， 还能缓冲商品房投资

下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起着市场‘稳定器’ 的作

用。 ”上海徐汇区房管局局

长陈继刚说。

2011 年，1000 万套保

障房的开工量创下历史之

最， 也在改变着楼市的格

局。 加上今年计划开工的

700 万套，两年内开工建设

的保障房， 几乎达到整个

“十二五 ” 建设任务的一

半 。 根据国务院部署 ，至

“十二五 ”期末 ，保障房的

覆盖面将达到 20

％

。

不过，业内人士提醒，

尚有几大深层次问题亟待

破解。 比如，根据房屋建设

周期 ，1000 万套保障房今

年进入全面施工期， 其建

材、 人口成本将明显高出

去年。 加上新建套数，今年

保障房的资金需求将创新

高，对各方带来严重压力，

融资创新迫在眉睫。

其次， 保障房项目配

套设施的供求矛盾将进一

步放大。 保障房能否被接

受，更取决于交通 、医院 、

学校等公共资源的配置 。

2012 年需完善对地方保障

房建设的考核指标。

再如， 今年将有更多

保障房投入供应， 分配如

何 确 保 公 平 成 为 重 要 课

题。 业内人士建议，应加快

建立保障房申请者经济状

况核对的合理机制， 完善

住 房 保 障 方 面 的 法 律 法

规，堵塞漏洞。

（据新华社上海 1月 3日电）

房价再度反弹还是合理回归

相持僵局如何打破

调控长效机制如何建立

潘庄秀华在被“曝光”后的记者会上声泪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