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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仍未出台的上海楼市调控细则，并不包括房产税征收方法，有关细则迟迟不出，

估计与仍在研究政策力度的轻重有关。报道指出，不少新推房屋和月底即将推出的房屋，均提供很多变相

降价的优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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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界：历经公务员和海归两种

身份，2004年加入中原地产，现任中原

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中原地产首席分

析师。

房子只是生活的一个部分，要让它

跟着生活的规划走，而不能让整个生活

围着一套房子打转。我也曾遇到过很

多中年的购房者，他们会说 30 岁买间

二手小公寓远比50岁买栋别墅给他的

人生带来的乐趣更大，因为时过境迁。

年轻时，生活的主要精力压在房子上，

等到年龄大了再回头看，会觉得得不偿

失。

与此相关的是，近来很多人都在谈

论一个观点：抄底。尤其是经历了上一

轮楼市起伏，很多人更是强化了这个概

念。以我对上一轮楼市波动时的经历来

看，很少有人能够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

点。房子不仅仅具备空间的唯一性，也

具备时间的唯一性。在不同的时间买房

对于人生的意义大不相同。特别是首次

置业对于人生规划更为相关，合适的时

机买房远比用更低的价格买房更重要。

现在讨论房价都是放在1~2年内来看，

对于自住来说，1~2年的变化其实并不

是很重要，如果把房价放在10~20年来

看，必然是涨的。没有必要过于看重短

期低点，在我看来，成交量低的时候就是

一个阶段性低点。

一直没有买过写字楼或者商铺，觉

得打理起来太耗精力，所以我基本只买

住宅。第一次投资，想法相当简单，就

是在传统的商业圈，选择一个小户型。

包括后来投资，选房标准都是2成首付

之后，租可抵供，那时候最怕的是空置，

不愿因为投资而承受太大压力。这样

基本没有持有压力，无论楼市如何起

伏，都不会出现被动卖房的情况。当时

看中的是华强北和东门，商业旺地周边

的小户型出租率高，租金回报也高，目

前看来还算成功。我也从不超贷，认为

那是一种赌博的心态。当然，每个人的

投资风格都会不同。

在我的投资过程中，只卖过一套房

子，其余的目前全部在持有。卖掉的那

套在福田南，实在是因为涨速太快，

2009年中大概只有10000元/平方米的

价格，但是到了 2010 年初已经涨到

20000元/平方米，我认为在那么短的时

间内涨速过快，势必透支了未来的价

格，并且人为炒作的因素比较明显，所

以还是选择落袋为安。

《南方都市报》

国家信息中心22日在《中国证券报》

独家发布的报告认为，地方政府受制于“土

地财政”，成为当前楼市调控政策容易失灵

的重要原因，改变这种状况的突破口在于

物业税改革。

报告指出，物业税改革应作为地方财税

相关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将已经空转多年的

物业税试点做实，有助于改变地方财政过分

依赖土地批租环节的现状。从国际经验来

看，实施分税制的地方政府的支柱财源来自

持有环节的房地产税，从房产保有环节上取

得财政收入具有持久性和规范性。

6月转眼过了大半，然而这个6月却似

乎成为合肥楼市改变过去一个月“冰冻期”

的最佳时期。搜房网数据研究中心显示，

相比5月份的惨淡成交，6月的合肥住宅类

商品房成交量有了明显上升，新政近期暂

停了调控的脚步，合肥楼市开始尝试“破

冰”。然而尽管如此，合肥各区成交还是出

现了“两极分化”。

中指院数据显示，6月7日~6月13日，

合肥商品房成交量较上周增加了114套，房

价上涨约 1277 元/平方米，环比增幅达

20.1%。上周合肥各楼盘纷纷开始调整其

销售价格，加大优惠力度，个别区域上涨尤

其明显。

据搜房网数据显示，6月18日、19日两

天，合肥瑶海区商品房成交套数均居第

一。业内人士表示，这是由瑶海区个别楼

盘成交量特别高导致。上周末合肥近20家

楼盘活跃楼市，推出各类营销活动，意图汇

聚人气。多盘在放量推房的同时也加大了

优惠力度。搜房网在采访中发现，不少楼

盘以“优惠很快停止”的噱头催促购房者赶

快下定，力求快速成交。

专家认为，多数房企对于新政仍然心

存恐惧，希望在短期内将房子以较高的价

格赶快销售出去，“而不是等楼市降到最低

再销售。” （合房）

6月合肥楼市
成交量明显上升

物业税改革
提升楼市调控效果

国土部发力

在6月17日的新闻通气会之前，国土

部部长徐绍史13日主持召开部长办公会，

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

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类违规用地一直存在。”17日下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说。为此，最

近国土部要求重点抓3件大事；一是确保

保障房用地；二是清查闲置用地；三是治理

招拍挂。其中，“对于闲置用地，不具备开

发条件的坚决收回。”徐绍史说。

针对扩大内需项目中未报即用和违法

占用耕地的问题，日前国土资源部会同国

资委等部门，正在研究制订“中央企业有关

责任人土地违法问责规定”等新政策。此

外，国土部还正在“修改限制供地目录和禁

止供地目录”。

4万亿后遗症

4万亿投资项目所需要的土地肯定不

在少数，此前有报道称需要120万亩。据

悉，4万亿投资项目的用地要求是“城市闲

置用地，不占耕地指标”。

“有这么多的项目要落地，这对18亿亩

耕地红线造成很大压力。”在2008年底的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土部副部长鹿心

社这样说。随后，国土部出台“4万亿投资

项目”的用地新举措——《国土资源部关于

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好服

务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在4万亿项目用地上，国土部准许“简

化审批程序”，在与发改委协商后所下达的

用地项目明确为三类：“正在建”、“准备建”

和“规划建”项目。

据了解，在执行中央投资项目用地时，

国土部要求尽量选择废旧厂房、破产国有

企业土地，而国土部和财政部为此专门出

台鼓励措施。为此，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

史等领导专门“约谈”了9个用地问题比较

突出的城市负责人，共商用地良策。

9月开始问责

今年是国土部《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

为处分办法》(即“15 号令”)对政府主要负

责人问责的第一年，政府带头违法用地或

政府主导下的违法用地一旦发生，不仅会

被曝光，相关负责人将会被问责。

国土部8月将约谈部分土地违法严重

地区的政府主要负责人，挂牌督办一批重

大典型案例，约谈范围包括直辖市、省、自

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以及其他人口

在50万以上的155个城市，而约谈的最后

期限在8月15日前。

据李建勤介绍，7月国土部将组织督察

组赴地方检查；8月召开集体约谈会;9月启

动问责工作。

国土部问责地方政府

“四万亿”违规用地秋后算账

日前，国土部召开了2009年度土地执法检查新闻通气会。在新闻通气会

上,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表示:“从8月份开始,国土部将集体约

谈违法用地严重城市的主要负责人,9月份启动地方一把手问责制。”

合适的时机远比
更低的价格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