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房价成两会热门话题

地产界委员们集体失语

“今年我没有提案。”

3

月
2

日，北
京国际饭店大堂， 全国政协委员、来
自深圳地产界的陈华行色匆匆。尽管
众多记者围堵上去，陈华还是守口如
瓶。

“我的提案还没弄好。”全国政协
委员、上海实业集团董事长蔡来兴也
拒绝了多位记者的提问，默默不语。

来自地产界的全国政协委员、粤
海控股董事长李文岳面对记者同样
保持沉默。

当高房价成为今年两会热门话
题时，地产界委员们却在小心地“讳
谈”， 全然没有去年两会时疾呼救市
的慷慨激昂。去年两会期间，恒大地
产主席许家印提出“三控”降房价：政
府让利，控制地价；国家减免一些税
费；企业让利一部分。荣丰控股董事
长王征更是语出惊人：房价下降是大
势所趋，房地产市场的成熟表现应该
是从暴利走向薄利。他的直言不讳令
很多人颇为感慨。

然而今年两会，王征绝口不谈房
市。不论是提案，还是接受采访，他都
绕开了房价这个敏感话题。同样谨慎
的还有政协委员、保利集团董事长贺
平。

与地产商的集体失语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来自其他行业的政协委员
在集体热议高房价。

来自医疗界的政协委员冯世良
出人意料地带来了关于抑制高房价
的提案。“高房价问题已成这次两会
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了，千万老百姓
也在翘首以待最新的调控政策。”谈
到提案，冯世良难掩激动之情：“高房
价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我呼吁地方
政府改变观念， 切实把高房价遏制
住。”

一听到“调控房价”，众多记者顿
时蜂拥而至。“您这次提出了什么楼
市调控对策？”“怎样将

GDP

从倚重房
地产转移至高科技产业？”“怎么解决
高地价问题？” 记者的发问一浪高过
一浪。

尽管并非财经界人士，冯世良委
员谈到调控对策时却毫不含糊：“土
地出让金全部收归国有，全国统一规
划土地出让，让地方政府卖地无利可
图。”冯世良委员表示，市级、县级甚
至乡政府皆为地狂的景象让他十分
担忧，化解地方政府卖地收益，才是
抑制高地价高房价的根本之策。

围堵上来的记者越来越多，关于
房地产的发问层出不穷。冯世良委员
的额头不断有汗珠滴落下来。

冯世良委员刚离开， 政协委员、

著名传染病专家邵一鸣开始侃侃而
谈调控房价的提案。“控制高房价必
须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房地产
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来解
决。”邵一鸣说，除了全民健康和艾滋
病防治问题，房地产是他关注的重点
问题。

房地产成了各界委员一个绕不
开的话题。“您关心北京的房价么？”

著名歌唱家、 政协委员关牧村刚露
面，就有记者抛出房价问题。“我当然
关心啦， 现在房价太高了。” 关牧村
说。

政协委员、京剧泰斗梅葆玖老先
生也向记者表示，他同样关心房地产
问题，而今北京的房价确实高，相信
会有下降的时候。

从已经公布的政协提案目录来
看，房地产和低碳经济、区域发展等
成为今年最热的词汇，已经公布的

30

件城乡建设类提案中有
5

件的主题词
与房地产相关。

（据新华社）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房”

刘洋赵怡雯
据《国际金融报》报道“蜗居”、“蚁族”、“房

奴”，这些年轻人口中无奈的流行语，在今年的全
国两会期间， 也成为代表委员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之一。如何平抑过高的房价，如何让作为社会中坚
力量的年轻人能够看到通过努力而买得起房子的
希望？这是中国当下“最大民生”课题

闻着臭吃着香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一些代表委员如此戏

谑：楼市就像一块“臭豆腐”，虽然名声不好听，但
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它还是十分依赖。

3

月
3

日下午， 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在北
京开幕。会场内外，诸多代表委员对《国际金融报》

记者众口一词：政府要在调控楼市上下大功夫、真
功夫，有效平抑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尽心尽力为群
众提供保障性住房。

“对房价问题的讨论， 从没有像今天那么迫
切。”代表委员对此感同身受。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房”

住房是特殊商品， 具有商品和社会的双重属
性。住房的社会属性不能用市场办法解决，而要用
保障方法解决。至于中间的‘夹心层’，就要用‘保
障
＋

市场’的方式解决。

“上一轮海南房地产泡沫的时候，我正好在海
南工作，目睹了楼市从疯涨到泡沫破灭的全过程，

非常触目惊心！”对于眼下正在上演的海南楼市新
一轮上涨风潮，全国人大代表樊芸不无担忧。樊芸
代表是上海市政府招拍挂评审专家组成员， 在评
审中已经否定了好几个地块的招拍挂方案：“不少
地方政府明确表示，高房价影响可持续发展，这是
一个明确的信号。”

显然，被称为中国老百姓“最大民生”之一的
住房问题， 不能只靠在市场购买商品房一条路解
决。“住房是特殊商品， 具有商品和社会的双重属
性。”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张兆安说，住房的社
会属性不能用市场办法解决， 而要用保障方法解
决。 张兆安向记者分析说， 当前的住房需求呈现
“橄榄形”： 最高端的高收入者是纯粹市场化方式
解决， 最低端的低收入人群是用保障性住房的方
式解决。至于中间的“夹心层”，他们很多是进入城
市的白领、 务工人员以及有刚性需求的婚龄年轻
人，就要用“保障

＋

市场”的方式解决。

张兆安建议，为了满足年轻人的住房需求，当
前不仅要大力建设经济适用房， 还要建立层次丰

富的房屋租赁市场。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郑惠强就在今年的全国
两会上提出， 为了解决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之间的
“夹心层”住房困难，各地政府应借鉴新加坡、香港等
地的经验，大力建设公共租赁房。郑惠强说，公共租赁
房是指为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由政府投资
建造或以一定方式对建房机构提供补助、由建房机构
建设， 并以较低价格出租给中低收入群体居住的住
房。

有多少暴利可以“恨”

２００９

年全国城镇商品住房的平均成本，每平方米
约
２５００

元。 由此可以大概算出，

２００９

年中国的房地产
商赚取的利润高达

１

万多亿元！

刚刚过去的
2009

年， 商品房销售价量齐升出现
“井喷”背后，开发商又赚了个“盆满钵满”，这种“高烧
不退”的暴利现象引起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的广泛质
疑。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报告显示，

２００９

年我国房地产
市场的商品住宅销售额

３６７６９

亿元， 销售的商品住房
面积为

８

亿平方米。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
副主席陈万志估算了开发商的成本账———商品房的
成本主要由土地出让金、 造房的建安费和各种配套
费、税费和经营管理费用所组成。开发商竞拍拿地，到
完成开发和销售两个周期，平均时间在

３

年以上。

“如此，

２００９

年全国商品房所用土地，平均拿地时
间应为

２００６

年。”陈万志说，根据国土资源部城市地价
监测信息，当年“全国主要城市”用在“居住用途”上的
“地价平均值”为每平方米

１６８１

元。新建商品住房的容
积率以

２

来计算， 分摊到每平方米住房中的“楼面地
价”，约

６５０

元，建安费以每平方米
１０００

元计算，其他的
配套费、税费和经营管理费，全国城镇的平均费用以
６００

元计算。综上所述，

２００９

年全国城镇商品住房的平
均成本，每平方米约

２５００

元。

“由此可以大概算出，

２００９

年中国的房地产商赚
取的利润高达

１

万多亿元。”陈万志说，以号称低利润
的开发商万科为例，去年在重庆卖房子，平均每平方
米净赚

１０８２

元， 而重庆去年商品房均价约
４０００

元，利
润率达

２５％

以上。

全国人大代表黑新雯一针见血：“开发商只要挨
过政府调控期，一旦调控放松，必然出现带有报复性
质的涨价。”“国际上房地产业的利润率一般在

５％

上
下，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在

３０％

以上，完全是暴利
行业。”陈万志说，“我国房地产业应去暴利化，尽快回
归民生性。” （据新华社）

黄奇帆代表：

城市住房分配体系应形成多轨制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３

日电
（ 记者 廖雷 谭浩
朱薇）“房价不能像‘无轨电
车’一样无限上涨。”全国人
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３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城
市住房分配体系应形成“低
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
要约束”的多轨制。

黄奇帆表示，近年来，我
国的城市住房分配体系从计
划经济走向了“市场化、私人
产权化、商品化”的又一个极
端，成为一种新的单轨制。

“这个社会中， 总会有
３０％

甚至
４０％

的人群在相当
长的一个阶段买不起商品
房，但他们又需要房子住，因
此需要政府提供保障。”黄奇
帆说， 重庆市正按照建设和
谐社会、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要求开始建立“低端
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要
约束”的新模式。

在重庆市的规划中，对
于约

３０％

的低收入群体，政
府将用安置房、 公租房满
足其基本居住需求； 对于
中等收入阶层， 他们可以
到市场上买商品房； 对特

别高端、豪华的商品房，要通
过税费等手段进行比较严格
的约束。

“高端有遏制， 低端有保
障，这会使得中端的房价比较
平稳地与老百姓的收入相匹
配，这是我们一种比较理想的
体系。”黄奇帆说。

对于低端的住房配置，一
类是用于城市里的老居民，尤
其是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等
地的低收入群体，政府将在动
拆迁其原有房屋的过程中给
予保障性安置，使他们得到有
产权的房屋。“这些安置房在
建设分配中，不收税、不收土
地出让金、不收配套费，也不
赚什么利润， 可能市场上卖
５０００

元每平方米，作为安置房
的时候只卖

２０００

元每平方
米。”黄奇帆说。

而对于进城农民工、老居
民、“夹心层”、 外地来渝的大
学毕业生等人员，重庆市还将
提供没有户籍限制的公租房。

“我们将争取在
３

年内完成大
约

１０００

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建
设，安置

５０

多万居民，这远多
于仅针对城市低保对象的廉
租房。”黄奇帆说。

代表委员批评

“高房价”背后的房地产行业暴利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３

日电
（记者廖雷谭浩朱薇）

住房问题被中国老百姓视为
“最大民生”之一，在去年商
品房销售价量齐升出现“井
喷” 背后， 开发商又赚了个
“盆满钵满”， 这种“高烧不
退” 的暴利现象引起近日参
加两会的代表委员的广泛质
疑。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报告
显示，

２００９

年我国房地产市
场的商品住宅销售额

３６７６９

亿元，比去年增长了
８０％

；销
售的商品住房面积为

８

亿平
方米。对此，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估
算了开发商的成本账———商
品房的成本主要由土地出让
金、 造房的建安费和各种配
套费、 税费和经营管理费用
所组成。开发商竞拍拿地，到
完成开发和销售两个周期，

平均时间在
３

年以上。

“如此，

２００９

年全国商品
房所用土地， 平均拿地时间
应为

２００６

年。” 陈万志说，根
据国土资源部城市地价监测
信息，当年“全国主要城市”

用在“居住用途”上的“地价
平均值”为每平方米

１６８１

元。

新建商品住房的容积率以
２

来计算， 分摊到每平方米住
房中的“楼面地价”， 约

６５０

元， 建安费以每平方米
１０００

元计算，其他的配套费、税费
和经营管理费， 全国城镇的
平均费用以

６００

元计算。综上
所述，

２００９

年全国城镇商品
住房的平均成本， 每平方米
约
２５００

元。

“由此可以大概算出，

２００９

年中国的房地产商赚取
的利润高达

１

万多亿元。”陈
万志说， 以号称低利润的开
发商万科为例， 去年在重庆

卖房子， 平均每平方米净赚
１０８２

元，而重庆去年商品房均
价约

４０００

元， 利润率也达到
２５％

以上。

“楼还是一样的楼，房价就
是以每周几百元的速度往上
涨。”去年下半年，全国人大代
表黑新雯也走访了重庆几个新
开发的楼盘，眼见着

３

月份还只
是
５０００

多元均价的房子， 年底
就涨到了均价

８０００

元。

黑新雯代表说，被称为中
国老百姓“最大民生”之一的
住房问题，如果只有靠在市场
购买商品房一条路解决，必然
出现开发商一年获取上万亿
元的暴利。开发商只要挨过政
府调控期， 一旦调控放松，必
然出现带有报复性质的涨价。

近年来，我国的房地产市
场陷入了一种“调控

－

观望
－

反
弹”的怪圈，而且这种怪圈每
经历一次循环往复，房价都会
攀升到一个新的高点， 这种
“且调且涨、 越调越涨” 的现
象，引起与会代表委员的普遍
关注。

“国际上房地产业的利润
率一般在

５％

上下，我国工业品
制造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也在
这个范围，而我国房地产行业
的利润率在

３０％

以上， 完全是
暴利行业。”刘明华委员说。

陈万志说，从世界各国房
地产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看，凡
是重视房地产的民生性质，并
将房地产市场作为消费市场
的， 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就较
小，如德国、法国等；凡是轻视
房地产的民生性质，并将房地
产市场作为投资或资本市场
的，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就比较
大，如美国、日本等。

“我国房地产业应去暴利
化， 尽快回归民生性。” 陈万
志说。

楼

市·

家

装

投诉热线：18603978885

□

一丁

邮箱：

xyrbcs@163.com

电话：

18603978885

４

２０10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ＲＩＢＡＯ

楼市·家装策划：张刚责编：肖东 审读：卢小龙 照排：金霞

二次房改呼声渐高 住房制度走什么路？

房地产依然是今年全国两会上最热门的
话题之一， 代表、 委员见面必问房价是涨是
跌。 在经历

2009

年房地产市场的惊魂过山车
后，我国住房制度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引起
了社会更多的思考。

无独有偶，“二次房改” 之说在两会上再
被提及。

以全国人大代表、 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
长宗庆后为首的十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在今年提交全国两会的议案、 提案中再
提“二次房改”，建议由政府主导提供住房服
务，并提出形成“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
式、三支队伍参与”的“三三制”。保障性住房
也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们提案中的热词， 致公
党中央、工商联、农工党中央、民革中央、民建
中央等均就此问题建言。

中国住房制度走什么路？

保障性住房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早在
1998

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之时， 国务院曾经下
文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建立起以经济适用房为
主和租售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 之后每次的
房地产调控政策中， 加大保障性住房投资建
设力度的字眼都在其中。为何又开始重提？

“以前房地产市场基本模式没搞清楚，是
市场化呢？还是保障性加市场化呢？市场化的
就必然带来投机。 可以说多种因素都可能影
响房价上涨， 但制度的选择是最关键的！”北
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全国政协委员李庆云
说。他认为住房制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完全
市场化的， 例如美国， 因为其经济发展水平
高，收入差距较小，且房屋市场存量大。另外

一种是政府加市场，例如香港和新加坡，这些
国家和地区经济虽然发达，收入水平也高，但
收入差异相对大一些， 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的
保障。而拿中国的国情与之对照，后者更为合
适。

他也指出，在我国，保障性住房的主要对
象是新加入就业大军的大学毕业生和进城农
民工，这两个群体加起来每年有

2000

多万人，

再加上每年的积淀， 需要房子但买不起房子
的人数量更为庞大， 因此住房制度的模式必
须改变。

12

年前的住房商品化改革让许多中国老
百姓有了自己的房子， 也拉动中国经济走出
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滞涨。“中国的房地产
发展模式实际上学的是香港，但只学了一半。

学的是盖商品房卖地， 但没学盖保障性住房
这块。”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
融系主任李稻葵如是说。 他也颇为赞赏新加
坡和香港的发展模式，二者分别有

70%

和
50%

的人住在政府开发的房子里面，因此，李稻葵
委员常常拿两个国家来举例子。

“以前房地产市场就是一片乱象，什么都
没理顺， 但现在中央逐渐加大了对保障性住
房的重视程度，各地方也在开始做，而且明确
提出打击投机性住房投资，我很欣慰，把问题
理清楚了一切就好办了。”李庆云如是说。

房改对房价影响几何？

作为国民经济的经济支柱， 房地产业对
保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

2009

年，全国新房和
二手房的成交额有望突破

6

万亿元，相当于同
期
GDP

的五分之一强；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预
计达

3.6

万亿元， 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
19%

；在增量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贡献逾

三成。

面对这样一个经济支柱， 保障性住房的大
量入市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冲击吗？

“有的人不理解会有这样的担心，有的人是
因为害怕会有这样的担心。”李庆云说。他认为，

如果有影响就是因为保障房的数量太少， 如果
保障房比例提高到

50%

以上， 这些开发一样需
要钢筋水泥，一样需要装修家具，一样的拉动经
济增长的，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不大，而且更好更
健康。

李庆云坚持保障性住房不止要做大也要做
好，要保证质量也要保证面积合理，并且要以租
为主，符合条件都可以进来，不再需要的可以出
去， 做成一池活水。“保障性住房做大做好会对
房价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房屋供给增加了，购
买需求会减小，同时会影响消费者预期。”

对于房价问题，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与网民
交流中表示， 有决心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房
价管好，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李
稻葵认为，合理的水平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中等
收入的家庭和个人应该能买得起房， 第二个是
房价与租金不能脱钩， 房价过高而租金不高就
表示有泡沫在里面。为了达到合理的房价，政策
毫无疑问非常重要，但是体制也要跟上，光有政
策而没有体制是不可持续的。“特大型城市的调
整在所难免！ 在温总理和网友交流后我更加坚
持这个观点了。”

如何让地方政府动起来？

保障性住房的进展很慢， 关键在于地方政
府动力不足，缺钱是第一条理由。在

1

月
19

日召
开的“保增长保红线行动”成效座谈会上，国土
资源部给出了一组数据：去年

1

到
11

月，我国保
障性住房用地供应

27.54

万亩， 仅完成年度计划

供应量的
46.66%

，完成不到一半。

对此，李稻葵委员表示，要从体制上保证房
价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就必须要改变当前房
地产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格局。

他在本次两会上的一个提案就是关于建议中央
政府允许地方政府以自己的保障性住房作抵押
到市场上去发债。“盲目发债不行， 地方政府要
以保障性住房做抵押来发房地产债， 现在是老
百姓去银行借钱， 需要转为地方政府自己直接
开发直接举债， 然后把这些住房提供给那些需
要住房但又买不起房的家庭。当然，为了抑制他
们的牟利冲动还有待公众的监督。”

“中国不缺资金，政府钱很多，银行流动性
良好，民间资本也充裕，就看你怎么用怎么花。

现在的土地出让金最终要转嫁在百姓身上的，

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李庆云说。他表示，筹
集资金可以吸纳社会资金，如社保资金。另外，

在保障性住房的类型上必须要有所选择， 以前
是建经济适用房、 两限房， 管不好也容易出问
题，最好是建公共租赁房，地方政府成本低不亏
本还有利润。 李庆云委员提出， 可以搞金融创
新，发行债券，最好使之证券化，这样可以收回
资金再去建保障性住房。

另外， 李庆云认为从根本上打消政府的卖
地冲动，就应该把土地出让金收归国税，而现在
是收归地税。“收归国税后再通过转移支付全额
返还给当地， 并规定有大部分金额是建保障性
住房的，这样，地方政府建保障性住房的兴趣就
会提高，这也需要从立法上加以确定。”

“解决保障性住房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但只
要政府路选对了，立场明确了，并且真正有了办
法，这个问题一定能解决！”李庆云说。

(

据新华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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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园林实业公司

精心打造合作型团队 为城市建设增砖添瓦

本报讯（记者张刚通讯员刘芳）

3

月
1

日， 市园林实业公司在河宾馆召开了
2009

年
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
联主席李正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园林实业公司
董事长涂键就

2009

年度该公司在房地产开发、酒
店经营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作了报告。 同时，

涂键对该公司
2010

年度的发展愿景提出新的要
求，鼓励企业员工用心服务，提升园林实业公司
品牌服务形象。会上，该公司对

2009

年度工作中
表现突出的先进个人与集体进行了表彰。

李正军在会上指出，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团
队，希望广大园林实业职工，在工作中一定要发
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积极合作，尽心尽责，努力
把团队协作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石。 只有发挥团
队的力量才能干大事、成大事、办好事。

涂键说，刚刚过去的一年，园林实业公司在
全市各级各单位、 社会各界人士的亲切关怀和
大力支持下，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团结

拼搏、攻坚克难，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
危机、国内复杂多变的行业市场，公司上下齐心协
力、开拓进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使公司泰和苑
小区顺利建成， 并较好地完成了泰和苑小区的销
售任务，公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增强。泰
和苑项目

2009

年全年向税务部门缴纳税费较上年
增长

20%

，被信阳市人民政府授予“纳税贡献奖”

荣誉称号。

近几年，该公司按照“团队建设年”和“质量管
理年”这一总体部署要求，狠抓企业队伍建设，重
点选派年青优秀的人才赴清华大学进行专业深
造，同时聘请清华大学房地产专业资深教授、深圳
万科公司专家来公司对中高层干部和员工进行培
训。该公司还用“派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全面培
养企业骨干，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在公司内部，

全面推行“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企业理念，

进一步完善企业管理体系，强化监督管理机制，使
企业管理步入一个有序经营、 有效控制、 高效运

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据悉，今年，市园林实业公司将以创建和谐社
会、营造和谐工作环境为目标，在企业内倡导“用
心”文化。要求每一个员工对每一个流程、每一道
工序、每一个产品，都必须要用心，要做到细心、尽
心和专心。该公司还把“用心”文化体现在企业行
为的每一个环节，用“用心”文化去贯彻落实“学习
型、服务型、创新型”的企业理念。

涂键告诉记者，只有“用心”才能做好每一个
细节，才能提升公司的产品品质、提高公司的品牌
效益。“用心” 文化的贯彻落实就是为了新项目顺
利实施。目前，园林实业公司在市长安路段开发建
设又一重大项目———“香江帝景”。此项目占地

100

余亩、建筑面积近
15

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约人民
币
３

亿元，拟打造一个集居住、休闲、商务为一体的
“园林式、生态型、智能化”高档社区。为进一步提
升“园林实业”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该公司还
相继聘请了国内多家知名的规划设计公司， 组织

考察了新加坡、台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
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同类项目。此举极大地开拓了
公司的视野，增强了建设“香江帝景”项目的信心
和能力。

图为市园林实业公司
2009

年度工作总结表彰
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