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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金

十年增长 20 倍

22 日发布的另一本研究报

告《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

式》 披露了这样一组统计数据，

2001 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仅为

1295.89 亿元，2010 年全国土地

出让金就已经攀升到 27100 亿

元，十年间全国土地出让金增长

了 20 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报告

中指出， 目前土地出让金的支出

存在城乡分配不平衡的问题，近

三年来近七成土地出让金用于城

市建设， 用于农业和农村的部分

还不到 10%，建议今后土地政策要

从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的战

略转变， 提高政府卖地收益在民

生和农村方面的支出比例， 解决

城乡二元格局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韩俊 22日指出， 目前城镇化最大

的动力来自农民进城， 城镇化最

大的障碍在于城乡二元体制，“我

们的公共服务制度还没有真正打

破二元分割， 农民工在城市还是

边缘群体、弱势群体，难以真正融

入城市。”他指出，农民工融入城市

最大的困难就是住房，现在农民工

进城买房的占不到 1%， 住在单位

和工地的占五成以上，其他的住在

地下室和城中村。

（据《南方都市报》）

老人受骗子女应反思

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执行合

伙人陈宝龙剖析，一些独居和空巢

老人， 因缺乏情感慰藉和关注，经

常感到被边缘化，犯罪分子正是利

用老人精神空虚的弱点，主动嘘寒

问暖后行骗。

不仅仅如此，退休后人的生活

圈子相对变小，信息渠道狭窄。 尤

其随着年纪的增长， 人在生理功

能、智能方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减

退， 即使遭遇媒体多次报道的骗

术，老人还是往往在被骗之后才会

意识到。

陈宝龙还说，另一个需要关注

的问题是，部分老人退休后脱离了

以往的社会角色，会产生强烈的自

卑感，担心被小辈看不起，会希望

通过某些成功的事例来证明自己

的能力和价值。这类老人很容易被

投资类、收藏类的骗局所迷惑。

专家认为：“老人受骗， 子女

当反思。 ”边锋表示，老年人之所

以成为骗子的目标， 不仅仅在于

骗子准确地把握了老年人的心理

与现实需求， 还跟老年人的这份

孤独有着密切的关系。 鉴于此，子

女常常给老人“精神充电”，填补

他们的精神缺失， 才是避免老人

受骗的第一要务。

（新华社沈阳 10月 23日专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房地产近五年年均利润达 3 0 %

三大陷阱坑骗老年人：财物、医药、情感

“我国房地产行业毛利润率在 2007

年后达到 30%， 超出工业整体水平约 10

个百分点。”2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

京发布 2012 年一套 9 册研究丛书， 其中

对我国住房市场发展趋势与政策的研究

直面房地产开发利润和房产税等热点话

题。 为了整治开发商在销售环节的投机行

为，研究报告还建议，适当时候可取消预

售制度，增加现房销售比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

(2012)”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首批

发行的 9 册研究丛书内容涵盖宏观经济、

外贸、金融、住房、三农问题、公共服务、城

镇化、福利体制，都是目前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过程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由于该丛书脱胎于当年重要的政策

咨询研究报告，其权威性和前瞻性受到高

度关注。 作为国家级的智囊机构，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凝聚了阵容强大的研究团

队，其职责是直接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服

务，研究成果直接对经济社会的重大政策

产生影响。

重阳节到来前夕， 记者对侵

害老年人权益的案件和事件进行

跟踪调查，发现涉及财物、医药和

情感三类骗术最易使老年人上

当。 专家建议，子女应“常回家看

看”，多给老人精神慰藉，并帮助

他们提高辨识骗局的能力。

陕西省日前出台房地产新政，规定房地

产项目合理利润率控制在 10%左右，超出价

格区间的商品房将无法在价格主管部门备

案，也无法取得预售证。 此举再次引发人们

对开发商合理利润话题的关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出版的《中国

住房市场发展趋势与政策研究》专门论述了

房地产行业利润率偏高的问题。 据统计，

2003 年前后， 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毛利润率

大致在 20%左右，与大多数工业行业相差无

几。 但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房地产利润率

明显上升，2007 年之后年均达到 30%左右，

超出工业整体水平约 10个百分点。 报告还

列举了国内部分知名开发商的毛利润率接

近甚至超过了 50%，远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

研究报告在分析造成我国房地产开发

行业利润偏高的原因时指出，目前我国还没

有一个完整的房地产行业管理体系，对开发

商的市场投机以及通过“囤地”、“囤房”等变

相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约束。

报告还建议，要完善商品房预售制度，不允

许未取得预售的项目进行展销活动，“适当

的时候，预售制度可以考虑逐步淡出，增加

现房销售比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王微 22日指出， 近年来国家通过调

控正在不断削弱房地产行业的利润，预计未

来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会进一步下降。但她并

不认同陕西这种限制利润的做法。

今年以来，针对房产税的争论有日渐升

温的态势， 支持者认为房产税可以抑制炒

房、促进公平，反对者则认为房产税涉嫌重

复征税，加重购房者负担。

22 日公布的研究报告同时兼顾了两方

面的呼声，认为我国房地产税收政策应该从

降低总体税负和逐步完善保有环节税收结

构两方面入手。

现阶段，我国针对房地产行业开征的税

收有 10 余种，2010 年， 各类房地产税收合

计占地方各级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

40%。 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房地产税收种

类较多，存在比较明显的重复或交叉课税现

象。 相比之下，香港的房地产税收就比较简

明，分别在房地产开发环节、交易环节、保有

环节征 6种税。研究建议清理并取消一部分

不合理收费，降低房地产行业的总体税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虽然主张降

低房地产行业总体税负，但同时建议调整税收

结构。 建议逐步扩大房地产税收试点范围，逐

步构建由所得税、营业税和房产税构成的简明

而且各个环节税负更加平衡的税收体系。

2011 年 1 月，辽宁省沈阳市 73 岁的于

淑芬听说，某电视台将派人到沈阳选拔老年

人组成合唱团，到北京参加晚会演出。 她信

以为真，交了 220元到北京的单程车票钱和

500元保证金。

“有个叫吴勇的人负责这次选拔活动。

他带来举办这次晚会的文件，上面盖着电视

台的大红戳，还写明支付每个演员演出费用

1000元。 ”于淑芬说。 最后，17位老人被骗。

吴勇将他们交上的 1 万多元钱揣进腰包后

便人间蒸发了。

目前，针对老年人实施的骗术以涉财物

类居多。此类诈骗案的实施者大多会冒充银

行、电信、文化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或法院、

检察院、公安局的执法人员，给老人打电话，

告诉其中了大奖、亲人遇车祸或是法院要查

封其账号等，让被害人把钱转到骗子指定的

账号上。

除了上述涉财物典型案例外，涉医药类

的骗局也使老年人防不胜防。

70 岁的沈阳市民李女士身患尿毒症、

高血压等多种疾病。 今年 3 月，她老伴偶然

参加了某保健品有限公司举办的“免费健康

体验”活动。老伴经不住销售人员的劝说，花

5040元购买了 6瓶保健品。 随后，在不到半

年的时间里，销售人员采取买 3 大盒赠 3 小

瓶、免费赠送旅游、赠送食用油、面粉等方

式， 诱使老人又先后购买了 90 多瓶保健食

品，总计花费 7万余元。

老人的儿女发现后，登录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得知，该保健食品主要

营养成分为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保质期

为 18 个月，每天最大用量不超过 25 克。 根

据此剂量，李女士老伴购买的保健品，就算

是老两口一起吃，也 3 年都吃不完。 李女士

儿女找到商家要求将剩余保健食品退回，可

商家就是不给退。 无奈之下，李女士儿女投

诉到了沈阳市消协。

沈阳市消协工作人员证实， 最近一段时

间， 有关老年消费者或老年人子女的投诉明

显增多。 部分保健品的生产厂家和经销商抓

住当今老年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渴望晚年

身体健康、长寿的普遍心理，经常打着“获国

家××科技成果奖”或“国内外知名专家、教

授几十年研究成果” 等各类旗号在社区、公

园、宾馆或电台等公共场所，以“咨询义诊”

“免费健康讲座”“免费健康体验” 等名义，通

过免费赠送、 免费仪器检测等手段设置温柔

陷阱，推销产品。 甚至肆意扩大保健食品的功

效，给老年消费者身体健康带来严重隐患。

“我们所发布的虚假广告，都精心地编

写广告词，让中老年人打消顾虑，如：‘曾有

不幸的婚史，希望过安稳日子，寻觅懂感情、

会体贴的人托付终身，年龄不限。’以此来诱

骗老年人征婚，索要衣物、首饰、聘礼……”

这是日前被法院查办的“婚托”曝出的行骗

伎俩。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边锋

部分开发商毛利润接近或超过 50%

房地产税收存在重复课税

冒充公职人员骗取财物

“免费健康体验”成“温水煮青蛙式”骗局诱饵

“婚托”大行其道

□新华社记者 范春生

证实，针对老年人的涉情感类骗

局，是近年才大量出现的一种新

兴骗术。 骗子往往抓住老年人即

使被骗，也会因为爱面子、怕儿

女责怪而不说出来的心理，屡试

不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