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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既要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又要坚持房地产调控不放松，住建部———

若房价反弹 或出台更严厉调控措施

如果现阶段放松调控，重新走上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 GDP的老路，短期内可能会对

经济增长起到刺激作用，长期看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持续这样的发展模式，会导致实体经

济不振，产业结构调整迟迟无法推进，对于经济的长期伤害远大于短期拉动。

楼市调控愈加艰难

一些地方试图放松调控的愿望十分

强烈，市场正走向全面回暖

“经济这么不景气，肯定要靠房地产来救

经济。 就像前两年金融危机时一样，房地产调

控不可能再那么严厉了。 ”

“你没看见各地都在放松调控吗？ 估计限

购也持续不了多久了。 ”

“要买房得抓紧，房价一直在反弹，明年

说不定又要暴涨。 ”

…… ……

最近，在售楼处、在二手房中介，卖房的

人都会对摇摆不定的购房者说这样的话。 对

购房者来说， 经济增速下滑 - 放松楼市调控

- 经济企稳 - 房价暴涨， 无论从经验还是从

逻辑上判断，似乎都足以令人信服。

今年上半年，在经济增速放缓、不少企业

盈利困难的情况下， 楼市却出现了一波明显

的回暖。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 月份

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中， 有 25 个城市的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出现上涨， 比 5 月份

增加了 19 个。 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成交

量环比 5 月再创新高，7 月份进一步延续了回

暖态势。 房地产贷款在连续 8 个季度环比回

落后首次回升。 这些信号都表明市场正在走

向全面回暖。

一些地方在稳增长的压力下， 试图放松

调控的愿望十分强烈。 今年以来， 已有约 40

个城市出台不同程度的楼市调控微调政策，

而且力度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朱中一认为，在

稳增长的压力下， 房地产调控面临的困难和

阻力将越来越大。 一方面，持续两年多的楼市

调控对经济增长确实有一定影响， 尤其是对

房地产投资和上下游产业的影响正从各个方

面体现出来， 因此地方政府有放松调控的愿

望和动力。 另一方面，当前市场信息混乱、购

房者担心房价反弹，再加上央行连续降息，降

低了购房负担， 许多原本观望的购房者加速

出手买房，有可能让房价出现趋势性反转。

“当前正值房地产调控的关键期，形势异

常严峻与复杂， 虽然总体仍处于调控目标区

间，但随着市场回暖压力加大，市场走势可能

偏离调控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

究院院长、“住房问题研究” 课题组组长高培

勇说，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当前可调控

市场手段的选择范围缩窄， 房地产调控将愈

加艰难。

靠救楼市稳增长无异于饮鸩止渴

坚持调控能倒逼地方将重心放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上

实际上， 无论是担心调控会伤害经济

增长，还是忧虑地方政府靠什么来发展，都

是基于“经济增长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房地产业”这种惯性思维模式。如果现在为

了稳增长而放松房地产调控， 不仅房价存

在大幅反弹的风险， 经济结构调整也将受

到重创。

朱中一说， 房地产除了对经济增长和

相关产业有重要拉动作用外， 还负有改善

普通居民住房条件、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

重要的民生功能。尤其是现阶段，既要稳增

长，又要维护社会稳定，一些地方应该转变

过去的认识， 更多地看到坚持调控对促进

房价合理回归、改善民生的重要作用，绝不

能让房价反弹。 尽管房地产调控确实是上

半年经济增速出现下滑的重要原因， 但也

应理性看待这种“伤害”。

“任何形式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都以抑

制泡沫、 防止对经济波动带来过大冲击为

目标，从而避免泡沫崩溃引发的经济震荡，

至少以不伤害经济为底线。 ”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房地

产调控本身是要减少而不是增加经济波

动。 ”

对一些地方而言， 如果现阶段放松调

控，重新走上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 GDP 的

老路， 短期内可能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刺激

作用，长期看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述专家认为，

坚持调控， 能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地方将重

心放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优

化上。 尽管调整结构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

成，而且现阶段必然经历阵痛，但只有寻找

新的增长点，才能推动经济更健康地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国今年把经济增长预

期目标调低为 7.5%，已经为房地产调控留

出了空间，体现了政府坚持楼市调控、促进

经济转型的决心。

寻找两难平衡点

如果地方政策过度松动、 房价反

弹风险增加，更严厉调控措施或出台

朱中一表示， 既要防止经济进一步下

滑，又要坚持房地产调控不放松、保持社会

稳定，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并非易事。

今后一段时间， 应更加注重短期调控

措施与长期制度建设相结合， 控房价与稳

预期相结合， 鼓励刚需与抑制投资投机相

结合， 商品房市场调控与保障房建设相结

合， 这样才有可能缓解当前调控面临的两

难局面。

北京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

认为，短期看，要继续抑制投资投机需求，

限购城市的力度不仅不应放松， 甚至应该

加强。在此前单个城市限购的基础上，应探

索全国住房信息系统联网城市的多城市限

购。

同时，仍应支持和鼓励自住需求、改善

需求入市，促进市场稳定发展，避免大起大

落， 这也有利于发挥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正常拉动作用。

保障房建设对调控和稳增长的作用不

应忽视。朱中一表示，应稳步推进保障房建

设， 拓宽融资渠道，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

设，发挥保障房惠民生、稳房价、扩内需、促

发展的多重作用。在需求管理方面，应继续

落实差别化信贷税收政策， 坚决遏制投机

投资性购房，加快推进房产税扩大试点。

调控两年多来， 长效机制改革的进度

仍然不尽如人意。朱中一认为，应尽快建立

健全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和住房保障方面

的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市场机制和制度性

安排， 特别是在认真总结试点城市经验的

基础上，应尽早设计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

有利于遏制投机、 鼓励自住和改善型需求

的房地产税收制度。

“住房建设的中长期规划也应该抓紧

出台，有利于加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市场

预期，从而稳定市场。 ”朱中一说。

近两个月，住建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门

连续多次表态， 要坚持房地产调控相关措

施不放松。 国务院从 7月下旬开始，派出 8

个督查组，对 16个省市贯彻落实调控措施

的情况开展专项督查。 督查重点为住房限

购措施、 差别化信贷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

和住房用地供应情况。

房地产调控两年多来， 国务院曾多次

督查调控政策落实情况，相比之下，本次督

查显得格外“高调”。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高

调的督查传递出中央不畏阵痛、 将楼市调

控坚持到底的决心。

据住建部有关人士透露， 此次督查的

结果将影响下一阶段调控政策的走向。 如

果地方政策过度松动、房价反弹风险增加，

有可能出台更严厉的调控措施。

（据《人民日报》）

楼市调控

绝不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