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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了“

2013

年
7

月份
70

个
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数据显示，

环比来看， 九成城市房价已经连续多月持续上
涨。同比来看，一线城市继续领涨全国，且上涨
幅度均逼近

20%

。新建商品住宅
(

不含保障性住
房

)

方面，与上月相比，

70

个大中城市中上涨的
城市有

62

个， 最高涨幅为
2.2%

； 与去年同月相
比，出现上涨的城市有

69

个，最高涨幅为
18.3%

。

二手住宅价格方面，与上月相比，

70

个大中城市
中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

57

个， 价格最高涨幅
为
1.4%

；与去年同月相比，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
有
67

个，同比最高涨幅为
15.3%

。

值得一提的是，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
比涨幅最高的则全部为一线城市。 其中， 北京
18.3%

、广州
17.4%

、深圳
17%

、上海
16.5%

。此外，

厦门、南京、郑州、南充、福州、沈阳等城市同比
涨幅均超过

10%

。 二手房同比涨幅前四位也全
部是一线城市， 北京

15.3%

、 上海
10.9%

、 广州
10.7%

、深圳
10.5%

。

对于以上数据， 官方和民间有着不一样的
解读。 国家统计局官员认为，

7

月份房价上涨城
市个数与

6

月份基本相同，而且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环比涨幅总体继续收窄。就是说，房价涨幅已
被抑制。 但在很多网友看来，

7

月房价同比几乎
全线上涨，说明房价上涨的脚步仍没有被遏止。

是官方的自我安慰还是民间的神经过敏？ 一时
还真说不清。

近年来， 尽管围绕房价的话题已经多得几
乎让人麻木了。但每一次房价变动的新闻，仍然
能激起热议。可以说，房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
最敏感的神经，堪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成长
的烦恼”。房价的上涨伴随着政府的尴尬、公众
的焦虑和学者的困惑。房价变动的规律是：在中
央政府出台一系列打压政策之后， 房价上涨趋
势被暂遏制住，可是过不了多久，便会出现报复
性反弹。仿佛在地下积聚了更大的能量，让打压政策露出力不从心
的窘相来。

曾经有一句话说道：命运是一匹野马，它的缰绳在你的手里。可
是，房价更像是一头怪兽，当政策的套马杆想制服它时，它短暂地挣
扎了几下，很快便又脱身狂奔了。

不管我们对房价变动有着怎样的解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房
价的上涨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业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涉及到长
期以来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出让的依赖、 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历史
欠账、农村宅基地的土地流转政策、官员的政绩衡量标准等一系列
因素的综合性问题。

就拿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来说，早在数年前，当中央政府出
台一系列抑制房价上涨过快的政策时， 不少地方政府就想出了应
对之策，化解调控政策的威力。或打出“旅游房地产”的旗号表示不
受政策限制，或出台相关政策为“限购令”松绑。

可以说， 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深层问题一直没有从制度上根
本解决，抑制房价上涨过快也主要靠行政手段，这就像对付发高烧
的患者只是用外敷药或者冷水降温，而不进行深层治疗，其效果自
然是昙花一现，以致于长期病情反复。

解决房价上涨过快，让普通民众从根本上摆脱“房价焦虑”，需
要解决中国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宏观经济结构、政府职能转变等
问题。可以说，如果不能采取壮士断腕，下决心进行全面深入的经
济体制改革，不能忍受因改革带来的短期阵痛，房价问题仍然会成
为困扰我们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魔咒。 （一品）

弄懂专业术语 明明白白买房

说起结婚，就少不了要提到“房子”。刘森
和邓娅是一对刚领了证的新婚小夫妻， 和大
多数首次置业的人一样， 他们对买房既充满
渴望， 又带着些迷茫。 在看房时，“得房率”、

“建筑面积”、“使用面积”、“起价”、“均价”、

“成交价”等各类专业名词，把小两口绕得晕
晕乎乎的，“看样子买房还真是门学问啊！”几
个售楼处跑下来，刘森仍是一头雾水。

“得房率”有讲究并非越高越好
“你们这个楼盘得房率有多少？” 在开盘

现场、项目售楼处，常能听到这样的询问，往
往在得到售楼人员一个简单的数字答复后，

购房者便会暗自盘算，这得房率是还可以，或

是过低。 尽管时下很多购房者都将得房率作
为买房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但真正了解什
么是得房率、 知道得房率多少最适宜的人却
少之又少。

得房率是指套内建筑面积与套
(

单元
)

建
筑面积之比。得房率越高，则意味着公摊面积
越小。但是，得房率并不是像人们惯性思维中
那样，越高越好，不同的建筑类型得房率的高
低不同。一般情况下，楼层越高、楼层结构越
复杂，公摊比例也就越高，得房率也就越低。

若片面追求高得房率， 结果就只能是在
其他方面作出牺牲。 公共面积过小或将导致
公共设施的欠缺，从而给生活造成诸多不便。

但同样的，如果一味强调低得房率，认为得房
率低的楼盘才高端，只会导致大量浪费。

设计师建议， 公共空间的设计应该考虑
实用性和合理性。 得房率也只能作为买房中
的一项参考， 根据自身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而
定。

价格噱头多“均价”“起价”要分清
为了增加宣传噱头， 目前在价格上做文

章的楼盘越来越多。 可有的购房者就是粗心
大意，“均价”、“起价”，傻傻分不清楚，以致在
一个个低价入市的开盘现场频繁奔走， 却屡
屡扑空。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均价” 并不能反映

出在特定时间段内该楼盘的真实房价水平。

“均价”不是简单的算术平均值，而是发展商
根据当前的市场情况专门制定的， 以收回成
本并获得利润的价格。由于市场上楼盘太多，

竞争太激烈，为了吸引购房者，一些开发商在
楼盘推广时打出的均价， 并不是这个项目现
在推出的几栋楼的整体均价， 而是其中“均
价”最低的那栋楼的价格。

而从近期开盘的情况来看， 越来越多的
开发商爱上了玩“起价”概念。不少购房者也
天真地以为，“起价” 就是从这个价格起，“起
价”低，整体价格便也高不了。其实不然。开发
商打出的“起价”的套型，往往在整个社区中
只有几套这样价格的房子， 且是所有单元中
无论是楼层位置还是朝向、通风、采光均是最
差的，要么购房人不愿买，要么根本买不着；

更有甚者， 有的楼盘根本就没有此价格的户
型，仅仅为吸引客户。

对于购房者，需要谨慎提防“起价”噱头，

“均价”可以作为参考，而“月成交均价”、“日
成交均价”等数据才是实实在在的。

（黄剑琴）

新买家具别急用 至少除味20天

刚布置好新房，添置完家具，市
民胡先生便急不可耐地搬了进去，

结果出现皮肤过敏、气管炎等症状。

专家提醒，新家具中甲醛含量较高，

不可立即使用， 至少去除异味
20

天
后再行使用。

“有的市民将刚买的新家具搬

进家后，就急于将衣服和被子等放进
家具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郑大四
附院皮肤科专家高永军介绍，各种人
造板和木制家具使用的材料中含有
甲醛， 刚买的家具中甲醛含量比较
高，一旦将衣物放进去，衣物就可能
吸附游离的甲醛。高永军提醒，当从

衣物纤维上游离到皮肤的甲醛量超
过一定限度时， 轻者会出现皮肤过
敏、红肿、发痒等症状，重者会咳嗽，

引发气管炎和多种过敏症， 因此，刚
买的家具不应立即使用，应至少除去
异味

20

天后再使用。

如何去除家具异味？ 高永军支
招说，首先是早晚开窗通风，给家具
放味； 其次是用植物吸收异味，比
如，仙人掌、吊兰、芦荟等。此外，普
通衣柜放入

200

克活性炭包，可起到
溶解甲醛等有害物质的作用。

（蒋明）

ＸＩＮＹＡＮＧＲＩＢＡＯ

２０13

年
8

月
29

日星期四
8

楼市家装责编：陈晓军审读：郭靖组版：邱夏
邮箱：

xyrbms@126.com

社长：钱长琨总编辑：张宗和值班领导：龚立堂值班主任：赵雪峰（一、四、五、八版） 许天福（二、三、六、七版） 社址：河南省信阳市中山路４７ 号邮码：４６４０００ 记者部：６２２５０００ 办公室：６２２１３９５ 读报纠错有奖：6265223 广告部：６２６３９６５ 印刷：信阳日报社印刷厂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４１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１ 零售价：1 ．00 元

中国人年砸123亿美元赴美购房

七成全额现金支付
手持现金的中国富人正如潮

水一般涌来美国买房， 一年之内
投入

123

亿美元，成为美国房子的
第二大外国买主， 让美国人惊叹
不已。

中评社报道， 据全美房地产
经纪人协会

(NAR)

的最新报告，到
2013

年
3

月底之前的一年里，中国
人在美购房总价值达

123

亿美元，

占当年外国人在美购房总额的
1

成
8

，仅次于加拿大，是美国房市
的第二大外国买家。

而在
2012

年
3

月底之前的一
年里，中国人投入

74

亿美元，一年
之间增加了近

50

亿美元， 增幅高
达
66%

。

过去
5

年，次贷危机、金融风
暴令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多数城市房价回调
3

、

4

成，被中国
富人视为“抄底”良机。与此同时，

中国城市房价连连攀升， 政府不
得不三番五次出台政策， 试图给
房地产市场降温， 急需寻找投资
出路的买家把眼光投向美国房
市。

伴随着出国热、留学热、移民
热在中国的涌动， 中国中上阶层

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来美购房的
热潮。

如今在美国的
50

个州， 中国
人已在

44

个州跻身当地外国投资
客的前

5

名，在纽约、夏威夷排第
二，在加利福尼亚排第三。过去一
年， 加州房地产市场出售的房子
有一半是卖给中国人。 底特律申
请破产之后， 中国人竟掀起到底
特律购房的高潮， 许多中国人像
买大白菜似的， 看都不看就大把
买进底特律几百、 上千美元一栋
的房子，他们押的赌注是，底特律
房价总有回升的那一天。

NAR

发现， 中国人在美买房
的中位价格是

42.5

万美元， 是全
美中位房价的大约一倍， 比外国
人在美购房中位房价

27.6

万美元
也高出

5

成， 显示中国人出售阔
绰，钟情于高端住宅。

更令美国人大跌眼镜的是，

当许多美国人被沉重的房贷压得
喘不过气， 甚至有不少人因为付
不起按揭房子被没收拍卖的时
候，

70%

的中国买房客是用现金
一次付清。

（田禾）

日前，信房·龙飞
山城

Ⅰ

全城公开认筹。

图为消费者踊跃认筹
的情景。

本报记者
戴黎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