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价合理回归有多远？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叶锋 魏宗凯

“涨”与“跌”

统计数据和市场感受缘何不同？

上海市统计部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1 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每

平方米 13448 元，比上一年下降 5.4％；不过，剔

除经济适用住房和动迁安置房等保障性住房

后，去年上海“市场化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为每

平方米 21584元，比上一年上涨 2.8％。

类似情况在其他城市亦有出现。比如，根据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公布的官方数

据，2011 年北京“新建普通住房”成交均价比上

年下降 6.3％，实现了“稳中有降”的控制目标。

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统计，2011年北京“新

建普通商品住房”均价同比上涨约 7％，而新建

保障房成交价格基本与上年持平， 实际上两个

构成部分的价格均没有出现下降。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研究中心总监回建强认

为，从住房体制看，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的是“双

轨制”，保障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既相对独立又

有交叉地运行， 仅用新建普通商品住房价格做

参照范围太小。保障房部分按照增量看，其供应

比例将达到全部住房新增量的 70％左右，因此

即便将市场化的商品房纳入进来，“综合房价”

应该也是逐步回归的。

“合理回归”

“市场之手”与“政府之力”如何组合？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楼市有待实现四大“合

理回归”：

其一，住房价格从“暴涨暴跌”回归到“稳步

运行”。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报告显示，

1996~2011 年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在 5.5~8.03 的

区间波动，“房价偏高显而易见”。全国工商联房

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则认为，“房价合理回归”，

是要回归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 比如房价涨

幅在 CPI 与 GDP 之间，即高于 CPI 增幅、低于

GDP增幅就应该是合理的。

其二，行业利润从“一本万利”回归到“合理

利润”。 复地集团董事长张华说，这几年随着政

策收紧，购地费用往往需要企业自有资金支付，

加上地价上涨，“尤其是前两年拿的高价地，目

前销售时利润已大不如前，一些企业为求跑量，

一些项目甚至无利可图。 ”

其三，产品属性从“投资产品”回归到“居住

产品”。在一些城市，一边是不少人买不起房，另

一边是成片的住宅售后遭遇空置， 住房产品属

性异化。 数据显示，调控以来北京、上海等地楼

市，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已基本被挤出市场，居

民家庭首次购房比重接近 90％。“‘限购’释放

出明确信号， 商品住宅应该首先满足基本的居

住需求。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陈杰说。

其四，市场结构从“商品房独大”回归到“两

条腿走路”。 保障房的长期相对短缺，是影响房

地产市场健康运行的关键因素。 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去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6174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7.9％，虽然增速出现回落，但仍保

持了较快增长， 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保障房投资

建设的加快。

“有住房”还是“有房住”

对房地产改革的复杂性要充分认识

高房价要降多少才是合理， 是否要降到让

人们都买得起？ 住房保障是要让人“有住房”还

是“有房住”……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在近年

来的房地产调控和住房保障工作中， 各方对一

些关键问题的认识莫衷一是，并经常把“房价问

题”和“住房问题”混为一谈。

顾云昌说， 住房问题并不是靠控制房价就

能解决的， 而是要政府积极承担起住房保障工

作的责任。世联地产董事长陈劲松直言，假如房

价下降 20％至 40％，基本上所有上市房企都不

得不面临亏损或倒闭的风险。业内预计，今年房

企的资金链恶化程度将超过 2008年。

专家认为，在此大背景下，解决房价问题，

关键是要遏制房价“大起大落”、脱离实体经济

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基本面， 防止房地

产泡沫破裂对宏观经济造成系统性风险、 影响

居民合理的财产性收入。因而，调控应更加注重

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应用，并研

究好与“限购”等政策的衔接。

根据规划，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将建设保

障性安居工程 3600 万套，使保障房的覆盖面达

到 20％。 在这两年的“提速期”，保障房在建设、

管理、 分配等领域均存在不少问题需引起高度

重视，要让这项“民生工程”经受住考验。应加快

保障房制度“顶层设计”，尽快建立完善保障房

工作的长效机制。（据新华社上海 2月 29日电）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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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下降 5 . 4 ％———这是新近公布的去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均价的走势；

上涨 2 . 8 ％———这是去年上海剔除保障房之外市场化新建商品住宅均价

的变动。 这般“涨跌难辨”的情况，在多个城市房价数据披露时均会遇到。

2 0 1 2 年，楼市调控的指向已从“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转为“促进房价合

理回归”。 目前房价究竟是涨是跌？ 实现房价合理回归，“市场之手”与“政

府之力”如何掌握？

国家邮政局：

用户拒验视交寄物品

将不予收寄

据人民网消息 2 月 28 日， 国家

邮政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快递企

业收寄验视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省

( 区、市 ) 邮政管理局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快递企业收寄验视工作，确保寄递渠道

安全畅通，用户拒绝开拆、拒绝验视的，

不予收寄。

《通知》指出，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制

度，严把收寄关口，严防不法分子利用

寄递渠道实施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各省

( 区、市 ) 邮政管理局要督促快递企业充

分认识收寄验视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

步增强做好收寄验视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收寄验视

工作。

《通知》强调，收寄验视是快递企业

收寄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执行收寄验视

制度是快递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

近年来寄递渠道发生的安全事件看，未

按照规定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制度，是造

成事件发生的最直接、 最主要的原因。

各快递企业按照国家规定，落实有关禁

限寄物品的检查措施，严格进行收寄过

程中的检查。 对用户交寄的物品，必须

全部检查，对粉末、液体，以及不能直接

辨识的机电装置等要重点查验，确保将

各类易燃烧性、易爆炸性、易腐蚀性等

禁寄物品堵截在寄递渠道之外。用户拒

绝开拆、拒绝验视的，不予收寄。

《通知》要求，各省 ( 区、市 ) 邮政管理

局要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进一步加

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特别是在近期要

组织一次全面的检查，重点检查快递企

业安全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和收寄验

视制度落实情况。对收寄验视制度落实

不到位的企业， 必须依法严肃处理，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依法吊

销快递经营许可证。

中国省域竞争力昨发布

江苏广东上海全国三甲

河南排第15 位

据法制晚报消息 2 月 29 日上午，

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京发布

2012年《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蓝皮

书指出，2010 年，江苏省、广东省、上海

市位列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经济综合

竞争力三甲。 蓝皮书指出，北京的综合

竞争力紧随三省后，排在第 4 位，河南

排在第 15位。

此外，记者根据蓝皮书中的数据统

计发现，与 2006 年相比较，排位上升的

有 11个省、市（区）。 上升幅度最大的是

重庆市，排位上升了 6位。

江苏广东上海全国三甲

蓝皮书指出，2010 年，江苏、广东、

上海三省市位列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

经济综合竞争力三甲。

2010年正值“十一五”最后一年，与

“十一五” 开局之年的 2006 年相比，各

省又有哪些变化呢？ 记者根据蓝皮书中

的数据统计发现，与 2006 年相比较，排

位上升的有 11个省、市（区）。 上升幅度

最大的是重庆市， 排位上升了 6 位；安

徽省排位上升了 4 位；江苏省和江西省

排位均上升了 3位。

东西部差距逐步缩小

东部地区 10 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

争力，排位绝大部分都在上游区，只有

河北省处于中游区， 海南省处于下游

区，其他 8 个省份都处在全国经济综合

竞争力的上游区， 并且排位比较稳定，

变化不明显，说明东部地区处于绝对优

势地位。

但是， 在东部地区的 10 个省份内

部，竞争格局也是不平衡的，最明显的

差距体现在海南省与其他省份之间。 从

竞争力得分来看，江苏、广东、上海和北

京得分都在 50 分以上， 而福建不到 40

分。

总体上看，“十一五”期间东部地区

内部的排位比较稳定，比较大的波动是

江苏省排位上升了 3 位，由第 4 名上升

到第 1名。

从全国区域间经济综合竞争力的

综合测算和分差来看，2010 年全国 4 大

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评价分值依次

为：东部地区 46.77 分、中部地区 34.97

分、西部地区 29.99 分、东北地区 36.01

分，西部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分值与东

部地区的差距有所缩小。

与 2006 年相比， 西部地区与东部

的差距缩小了 2.23 分，表明西部地区竞

争力有所提升，但差距仍然较大，中部

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也有缩小。

■相关

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 通俗地说，

就是一个省域在全国范围内对资源的

吸引力、对市场的争夺力和对周边地区

的辐射力、带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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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将学雷锋

纳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

据新华网消息 根据教育部网站

28 日公布的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学雷锋

活动实施方案，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

类学校要将学雷锋活动纳入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纳入中小学生思想道德

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

评价体系。

根据方案，全国青少年学生要广泛

开展以“弘扬雷锋精神、做全面发展一

代新人”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广大

教师要广泛开展以“学习雷锋、为人师

表”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教育系统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走进学校、走进师

生、走访家长，做实事、惠群众。

方案要组织开展以学雷锋为主要

内容的志愿服务。组织中小学生依托社

会实践基地，广泛开展文明礼仪、维护

秩序、保护环境、爱粮节水等活动。组织

开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雷锋为民服

务周”志愿服务活动。 利用寒暑假和节

假日， 组织高校学生扎实开展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等主题社会实践活

动。 深入推进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建立多种形式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基地。

方案强调要深入推进以雷锋精神

为重要内容的校园文化建设。方案还提

出要开展“雷锋式学校”、“雷锋式班

级”、“雷锋式青少年”创建和命名活动，

把雷锋精神研究纳入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和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鼓

励、支持学生成立雷锋精神研究会等学

生社团等。

国务院同意发布空气质量新标准，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

细颗粒物和臭氧监测全覆盖

新华社北京 2 月 29 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 29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发布

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部署加强大气

污染综合防治重点工作。

为使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结果更加符合实际

状况，更加接近人民群众切身感受，会议同意发

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新标准增加

了细颗粒物（PM

2.5

）和臭氧（O

3

）8 小时浓度限值

监测指标。 会议要求 2012年在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

细颗粒物与臭氧等项目监测，2013 年在 113 个

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开

展监测，2015年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十一五”以来，全国大气环境质量基本稳

定，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有所好转，大气中二氧化

硫（SO

2

）和可吸入颗粒物（PM

10

）等持续下降。但

同时要看到， 当前我国污染物排放总量依然较

大，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仍很突出，大气环境形

势严峻。 要以更大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有力

的措施，切实加强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推动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一要加快淘汰电力、钢铁、建材、

有色、石化、化工等行业的落后产能。 在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重点区域积极推进使用清洁能源。

对城区重污染企业实施搬迁和节能环保技术改

造，优化工业布局。 二要提高环境准入门槛。 在

重点区域实施更加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别

限值，禁止新建、扩建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燃煤电

厂、钢铁厂、水泥厂。严把新建项目准入关，严格

环境执法监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大力发

展环保产业。三要深化污染减排。推进电力行业

和钢铁、石化等非电行业二氧化硫减排治理。加

快燃煤机组脱硝设施建设， 加强水泥行业氮氧

化物治理。四要突出抓好机动车污染防治。提高

车用燃油品质与机动车排放标准。 到 2015 年，

基本淘汰 2005年以前注册运营的“黄标车”。 五

要加强协同防控。 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重点区域，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建立极端气

象条件下大气污染预警体系。

会议强调，我国是发展中大国，正处于工业

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保护环境、改善空气

质量，需要全社会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要加强

环境法制建设，加强科学宣传和教育引导，增强

公众环保意识，落实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和公民的环保责任， 大力倡导和践行绿色环保

的生产生活方式。

孙海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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