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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截至2月24日中午，房价过高、上涨过

快的35个城市中，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在

内的20个城市已经新出台或调整了住房限

购措施，但仍有14个城市尚未出台。当天

下午，姜伟新在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

议上对这些城市逐一进行了点名。限购令

这条“缰绳”能否勒住“房价烈马”？

“限购措施直接导致开发商资金回笼

放慢，甚至资金链条脱节，一些开发商将因

此遭到淘汰。”全国人大代表、工商银行河南

分行行长刘卫星说。

统计显示，受“限购令”影响，北京市场

网签总量锐减，2月份不到1万套，相比1月

份下调六成，创一年来月度新低。“购房狂热

的萎缩，势必带来房价涨势的趋缓。”全国政

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

目前的房价尚未出现实质性跳水，但

是，“稳中有降”已被视为2011年中国房价走

势关键词。“也应看到，限购毕竟是特殊时期

的特殊之举。‘乱世用重典’，但其作用往往

较多体现在治标上。”全国人大代表、建业集

团董事长胡葆森认为。

作品挂历，遭遇记者“哄抢”

昨天，当记者采访完韩美林的时候，开

会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快到了。为了不耽误

韩美林开会，记者提出告辞。这个时候，韩

美林喊住了记者：“等一下，有个我的作品

做成的挂历送给你。”

记者满怀高兴的等待，这个时候，又一

件更好的事情来了，“小老乡，我给你签个

名吧。”“太好了，韩老师的作品，太珍贵

了。”记者赶快递上采访本，韩美林仔细地

从三根笔中间，找了最好的一支，给记者留

下了无比珍贵的墨宝。围观的其他记者都

十分羡慕，正想也找他签名时，挂历到了，

韩美林表示，在场的记者，挂历每人送一

本，签名就算了。听到这话，记者围了一

圈，纷纷索要。很快，一推车的挂历就被记

者们“哄抢”一空。

职工之家，偶遇老领导

昨晚 8 点半，记者正在职工之家采

访。这时大门口来了很多人。最前面一位

身材魁梧，精神抖擞，是国家发改委主任张

平，来看望安徽团了。

张平主任，曾任安徽省发改委主任，

也是市场星报（原安徽市场报）的老领

导。记者赶快跑过去，想和老领导打个招

呼。可惜周围的人太多，无法靠近。终

于，人群向电梯口走来的时候，记者总算

找准了机会，迅速跑了过去，喊了一声：

“张主任，我是市场报记者，给您问好。”张

平停了下来，向记者伸出手，“你们也来

了，前年你们也来了，我还记得，报社现在

发展得还好吧。”摄影记者也在这个过程

中，迅速按下了快门。

重拳调控力勒“房价烈马”
代表委员把脉2011年房价走势

记者4日连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实时监控信息显示：随着一系列“调控重拳”的相继出手，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

涨的势头正在得到初步遏制，但是，北京、上海等一些特大城市的房价尚未见到明显回落。

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密切关注房地产领域的“风吹草动”，他们结合政府的调控措施对2011年房价走势进

行把脉。

快速增长的住房需求与供给不足形成

的失衡，是房价持续上涨的一个源动力。为

更好缓解这一矛盾，今年政府出台的一记重

拳是在供给侧“加力”，大幅度增加保障房的

建设力度，其竣工面积将首次超过商品房。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按1000万套计算，

中央财政将给予补助1000亿元以上。

怎样确保中央精神落实到位？日前，中

央与各地签署了2011年保障性住房“军令

状”，完不成目标任务或进度迟缓者将被约

谈、问责。“过一段时间，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

小组将组织对各地今年年度计划的安排落实

情况，以及工程质量、进度等进行全面督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强调。

随着低价格、小户型、齐功能的保障性

住房逐步竣工并投放市场，越来越多的普通

群众将住有所居，商品房价格“一股独大”的

失衡局面将得到改变。“这是百姓的热切

期待，也是重拳调控追求的双赢效果。”全国

人大代表、河南省财政厅厅长钱国玉说。

总额2.7万亿元，同比增幅70.4％——

国土资源部负责人年初披露的我国土地

出让金数据被一些代表、委员反复引用。

“‘土地财政’愈演愈烈的状况，既是

对地方政府理念与能力的一种考验，也直

接关系房价走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说。

国家在新一轮调控中出台一系列硬

措施和硬约束治理“土地财政”顽疾，其中

包括，各地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

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披露，这些措施在

一些地方收效明显，内蒙古、吉林等省区

提取的比例达20％；有一些省份并没有达

到要求。“各地要切实做到应提尽提，专款

专用。”姜伟新要求。

抑制房价的非理性上涨，最根本的还

是要终结“土地财政”。“当前一味强调土

地收入而不为居民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提

供资源，将背离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国人

大代表、贵州铜仁地委书记廖国勋认为。

代表、委员在接受采访中普遍认为，

“土地财政”不可持续。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所长贾康委员则指出，随着调控措施的

执行，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事权、税权分配上

会更加合理，抬高地价增加土地出让收入等

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将逐步消除，地方对

“土地财政”的依赖将逐步减小。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重拳调

控’绝不是打压房地产，更不是要让房地产

出现大起大落，而是希望其能保持平稳、持

续、健康的发展，拉动经济，造福百姓。”全国

人大代表、郑州市市长赵建才的话在代表、

委员中引起共鸣。 据新华社

严格房地产开发贷款、提高二套房信贷

成本、减少首套房贷的利率优惠……新一轮

房地产调控剑指银行信贷与成本提高。

中国的住房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信贷为

主的体系。监管部门的一项估计显示，来自

银行的贷款至少占房地产开发资金的

70％。“没有银行的支持，多数楼盘都无法支

撑。”一些来自房地产领域的代表、委员坦言。

上世纪90年代，由于资金链断裂导致的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使银行背负巨额的呆

坏账，教训深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

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认为，当前提高借

贷成本的举措，有助于从需求侧管住房价。

“其实，只要管住银行，就可以管住房

价。”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教授郭松

海说。

需求侧：提高成本，管住房价

期盼着，下一个目标出现

今天，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

幕，这才真正意味着正式进入一年一度的

“两会时间”。从 1 号来到北京，虽然才 4

天，可记者感觉像是过了 4 年，很漫长，很

疲劳。

说归说，但干起活来丝毫不敢含糊。4

日上午，在人大代表驻地“扫”了一遍后，匆

匆吃罢中饭，便开始进入下午的工作状态。

刚进入政协委员驻地宾馆，大家便开

始了“围追堵截”。一位“名人”被拦下来，

一个问题还没问完，立即被从后面包抄上

来的记者堵得密密实实，里三层外三层，等

待已久的记者们显然都已十分饥渴。

这边热闹渐渐散去，记者又重新堵在

委员们最常出入的门口，期盼着，等待下一

个目标的出现……

分组审议结束后，卫生部部长陈竺从

边门悄悄退场，当本报记者发现，走过去

时，后面的记者立刻如潮水般涌过去：第一

拨记者横跨栏杆，动作轻盈不亚于刘翔；第

二拨记者踢翻栏杆，干脆直接踩踏过去；第

三拨记者……

当顺利完工准备回宾馆写稿子时，通

知晚上7点半开会。开会过程中，得知又有

个重要采访。当采访完时，是晚上9点半。

码完字，已是凌晨零点30分。好困，但想想

还没吃饭，咋办？还是洗洗睡吧。

花絮

记者手记

供给侧：政府“加力”，缓解压力

治标： 用“限购缰绳”勒“房价烈马”

治本： 终结“土地财政”考验地方政府

星报两会行特派记者组
王松青祝亮 俞宝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