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校园里!像这样的学生情

侣并不少见!希望他们在学习如何

"恋爱#的同时!更要学会并习惯为

自己所爱的人埋单!这样才有资格

得到一份有质量的爱情$ 巢 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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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经贸大学

调查显示 ! 在京津冀地区大学生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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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生已拥有自己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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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面消费 娱乐消费

都是高房价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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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炒房团"#!山西煤老板购房团"#

!土地供应不足"#!流动性过剩" $$每过一
个阶段%社会上就会爆炒一个题材%为房价上
涨提供!坚实的理由"& 房价随之掀起一轮暴
涨后%这些题材又像它们来的时候一样%莫明
其妙地销声匿迹%被另一个题材取代& 眼下%

轮到!深圳炒房团"粉墨登场& 究竟还有多少
噱头可以吓唬公众高位入市抢购' 人为助推
房价飙升(

楼市如股市
炒作题材提高房价

中国股市有两大特点%一是!政策市"%二
是!题材市"&炒大市%靠!政策")炒个股%靠题
材&

楼市正在效仿股市%走上另类!政策市"

与!题材市"之路%在供求关系'生产成本等市
场因素之外% 人为地制造房价上涨的恐慌气
氛%彻底摧毁市民持币待购的信心&

!政策市"*不管是政府直接针对房地产
的宏观调控政策%还是其他领域'其他行业的
政策或经济现象% 总会有人找到它们必定会
拉动房价上涨的关联性& 政府要求紧缩房地
产信贷'严格控制土地开发规模%有人爆炒说
必定会减少住宅供应%拉动房价上涨)政府提
高二手房交易税费' 严格执行土地增值税政
策%国际油价上升'原材料价格上升%有人爆
炒必定会增加房地产成本%拉动房价上涨)股
市大涨% 有人爆炒说股民赚了钱必定会转战
楼市%拉动房价上涨$$

我们再来看题材炒作& 制造题材的基本
规律是*题材的主体是全国公认的富裕群体%

如!温州炒房团"'!山西煤老板购房团")或者
全国瞩目的房价高企城市%如!上海炒房团"'

!深圳炒房团"& 基本手法是绘声绘色地渲染
炒房团的豪阔凶猛' 炒房团所到之处房价飙

升'当地中产阶层的忧虑恐慌'跟风入市& 炒
作目的是让你相信*你的城市现在房价很低%

国内国外来抢购的有钱人很多% 房价一定会
立即飙升%你不赶紧买就错过机会了+

我们看看几个名气较大的题材*

先是!温州炒房团"& 有关!温州炒房团"

宣传炒作的鼎盛时期是
-(("

年& 在媒体上%

我们看到*

!全国有
*(

万温州人在炒楼%动用的民
间资金高达

*(((

亿元& "

!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大批量采购%甚
至整栋成片购买& "

!上海* 一上午狂扫
"((

套% 房价急升
"(&

& "!南京*两天成交
*1+

亿大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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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温州炒房团"就像他们来
的时候一样%莫明其妙地销声匿迹&没有人会
较真* 温州人赚够了全身而退了( 赔了套牢
了( 退出江湖了( 炒别的什么去了( 这

*(

万
人'

*(((

亿元哪里去了(

!温州炒房团"消失%只因这个题材已经
炒烂% 对楼价的刺激作用减弱了 % 新的题

材,,,!山西煤老板买房团"应运而生&

媒体先是大炒山西煤老板各种奢豪之
举%诸如!山西煤老板集体狂购

-(

台悍马"'

!山西煤老板
#((

万元购宾利"& 然后开始爆
炒煤老板购房团*

这样的大标题出现在媒体上*!温州人走
了%山西人来了& "!山西煤老板上海豪言*剩
下的房子全撸下+ "!以出手豪阔著称的山西
煤老板%在席卷上海北京楼市之后%终于杀到
重庆%一周狂扫

"/

套房"& !山西煤老板连房
都不看就下单% 自言绝对看好重庆楼市升值
潜力& "

山西煤老板跟温州商人一样% 来无踪去
无影& 又一波题材登场*!土地供应不足 "&

-((+

年是房地产调控年%国家出台一系列政
策控制房价&媒体报道借开发商'各路!专家"

之口%言之凿凿*!不增加土地供应量%房价还
会继续上涨"%!本市土地%只够开发半年"&并
断言楼价因!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将有较大的
升幅& 一些地方政府高调反击% 公开发布数
据%声明!批出的土地足够开发若干年%甚至
十年以上& "!土地短缺论"声浪渐低&

-((+

年下半年开始%股市狂飙%奥运预
期%流动性过剩相继进入公众视野&房地产商
自然也没有错过这个炒作机会%类似!股市火
爆引发房价暴涨"!中国房价奥运前不能跌"

!流动性过剩拉升房价"的声音不绝于耳&

在这些题材成功把房价推到一个高位
后%

-((.

年!深圳炒房团"的噱头正在不断形
成& 类似!深圳炒房团在重庆出手阔绰%买房
子就像在超市买西瓜一样% 三天内签约多少
套%现场签约金额几千万元&"!深圳炒房团放
出豪言 -为了一平方米赚三百块我们根本就
不会来了%我们要的至少是三千+ ."!深圳炒
房团在武汉% 两天半时间% 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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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独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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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洋房' 两套叠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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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湖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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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中
心区高档住宅% 意向成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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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 "

这样的报道不断出现在公众眼前& 一些媒体
甚至刊登大幅照片% 显示房地产商在售楼部
挂出了巨幅横额 !热烈欢迎深圳购房团光
临"%给公众一种!眼见为实"的真实感&

零零星星未能炒成全国性大题材的还有

!欧洲买房团"'!爱尔兰买房团"'!德国买房
团"&甚至%连战访问上海%也能成为媒体吓唬
公众的题材*!连战访沪掀起台商购房潮"&

楼市题材炒作
引起居民心理恐慌

炒作题材% 宣传造势是企业的正常营销
策略%无可厚非& 但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这些
炒作大多是房产商利用楼市缺乏权威信息的
漏洞%向社会散发!房价一定会上涨"的信息%

通过扩大居民对楼市的恐慌来助推房价上
涨&

迄今为止% 进入公众视野的 !温州炒房
团"'!山西购房团"'!深圳看楼团"%从策划发
动到组织!成团"%再到最后公开宣传报道%把
它渲染成一股!狂风"%操办者都是媒体& 其
中%!深圳炒房团" 的出现最能折射出目前我
国楼市各种真假信息满天飞的现状% 也最能
表现出媒体在推动房价上涨过程中所起的推
波助澜作用&

媒体报道称 % !整个珠三角开始成为
深圳人买楼的大市场 & 根据各地开发商的
相关统计 %深圳人在惠州 '东莞两地楼盘
中的购房比例均超过了四成 %很多楼盘甚
至超过了半数 )在珠海 %深圳人购房者数
量超过了与珠海毗邻的澳门 %占据了其中
的绝大部分 & "

为了证实!深圳炒房团"的杀伤力%一些
媒体不但大胆!披露"单个楼盘的抢购盛况%

甚至敢发布城市整体数据& 如!惠阳房地产%

深圳客超过
/(&

"'!大亚湾%深圳客以
./&

占
绝对优势"$$

为了显示深圳炒房团的推动房价的
!实力 "%媒体还大肆报道深圳炒房团 !杀
向香港 "*!香港某某楼盘两成房子被深圳
客买走 "%!某某楼盘开盘一个月价格上涨
-(&

"%!香港中产阶级担心深圳客炒高香
港房价 "&

虽然 %目前所有有关 !温州炒房团 "'

!山西煤老板购房团 "'!深圳看楼团 "狂扫
楼市的数据 '信息 %包括 !惠州市一半新房
被深圳人买走 " 这样的地方性宏观数据 %

全部都是发展商和中介的一面之词'记者
的一眼所见 & 但是 %媒体通过巧妙的行文
方式 '富于煽动性的遣词造句 %利用公众
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媒体的信赖 %加上楼市
真实权威信息奇缺 %公众对这些信息难辨
真假 % 很容易形成居民对高房价的预期 %

加剧恐慌心理 &

目前%面对媒体报道的!深圳炒房团"大
量来穗的现状%已经引起广州市民担心& 一
直持币等待的广州市民李小姐表露出担忧%

现在本地居民购买力已经难以承受广州迅
速上涨的房价%在!深圳炒房团"的带动下%

相对增速较低的广州楼价会不会成为第二
个!深圳"( 会不会如媒体所言!深圳炒房团
杀入广州%广州楼价面临失控"%广州楼市是

否值得持币等待(

主管部门应担起责任
发布真实消息

在这种真假信息满天飞的情况下% 群众
亟须一个权威有力的声音出来澄清事实& 然
而作为唯一掌握准确信息的房管部门却没有
及时发布信息%任由媒体大肆炒作%夸大!某
某炒房团"的威胁%传播!房价还会上涨"的信
息%引起群众心理恐慌&

对于!某某炒房团"%各有关部门态度颇
为暧昧&据报道%惠州房产局的一位负责人表
示%在现行政策下%政府对于购房者的买房行
为没有约束的权力&东莞相关部门表示%现在
还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不允许异地购房& 广州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一位处长则坦
言% 对于现在究竟有多少深圳人在广州买了
房% 并没有一个官方的统计数字%!统计起来
难度很大"&

广州房地产专家韩世同认为% 目前政府
不主动披露楼市信息的动因不在于统计难度
大% 而是因为有些管理部门出于一些特定的
目的而不愿意发布数据&受访的专家也认为%

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管理部门绝对不能
!失语"& 目前%楼市已如股市般在炒作%为何
楼市就不能有股市般的信息披露监管机制
呢( 有关部门应定期披露房地产业的发展情
况%这是对虚假信息最直接有效的反击&市民
对楼市的恐慌也正是开发商希望看到的& 所
以在这关键时刻% 作为一个公共利益的守护
者%管理部门应该以正面信息予以反击&

除了公布信息外% 管理部门还应该加大
对虚假信息的处理&对此%暨南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教授蔡铭泽分析认为% 新闻真实性问
题的重新讨论%是一切向钱看的结果%意味着
部分媒体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本位% 是社会浮
躁在新闻界的必然反映&他希望*在炒股和买
房的狂热之中% 媒体应和房地产企业以及经
济热点保持一定距离%保持理性思考&这样才
是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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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学生每月娱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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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的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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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学生平均消费水平是农村学

生的
'

倍"$$开学伊始%河北一所高校师生

向社会公布的一份大学生消费调查报告引起

网民的极大关注& 从这份报告中不难看出当

代一些大学生扭曲的消费观% 以及巨大的城

乡个体差异&

大学生中刮起奢侈之风

今年
/

月至
.

月%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教师申静' 张程明与学生张炳灿针对
大学生消费问题展开随机问卷调查% 共向河
北经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大学部
分在校本科生发出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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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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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至大四的学生人数基本平均&

申静老师说% 接受调查的大学生消费整
体上是不合理的%而且个体差异很大&

大一新生月均消费两极分化很大% 在
'/(

元以下的最多%占到
"-&

%绝大部分的学生来
自农村& 月均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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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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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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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以上的分别占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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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都来自城市%

这一消费群体虽然比例不高%但已经显现出大
学新生消费的不合理性%有些城市学生的消费
水平甚至相当于农村学生的

'

倍&

大二'大三学生的整体消费水平较高%月
均消费在

'/(

元
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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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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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分
别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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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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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均消费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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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学生全部来自城市& 大四学生各水
平的月均消费比较居中&

据了解% 河北省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为每
月

"#(

元% 所调查的大学生的消费普遍接近
甚至超过这一标准&申静说%在举行座谈时有
些学生反映%月消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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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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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较
自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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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是!跟着感觉走"&很多
大学生一入校门就开始攀比着自己刚刚更新
的!设备"%计划着近期的各种娱乐&

调查中还发现%!恋爱消费"也成了部分
大学生一项不小的支出&

'.,

的大学生承认
在谈恋爱% 其中

",

的学生每个月恋爱支出
在

-((

元
3"((

元 %

*.,

的学生支出为
*((

元
3-((

元&

娱乐!人情消费
高过学习支出

申静老师说% 在调查及与学生的座谈中
发现%虽然现在大学生考证的比较多%但是相
对于其他方面的消费% 用于学习方面的支出
偏低& 以大二学生为例%每月娱乐消费在

*((

元以上的居然占到
-*,

% 而每月学习方面支
出在

*((

元以上的仅占到
',

%绝大部分学生
学习方面支出在

'(

元以下&

与学习方面支出不足同样相反的还有%

大学生的人情消费很高 & 据调查统计 %

%(,

以上的大学生过生日都要请客 % 请客
地点从学校附近的小饭馆到洋快餐 %再到
比较有名气的高档酒店等 % 档次不同 %请
客费用也从

/(

元到
'((

元不等 % 有的甚
至达到上千元 &

此外%当学生干部也要请客%他们认为
既然自己在这些方面有所获得%也应该有所
!付出"%让同学们和自己一起享受快乐& 而
评上奖学金也要请客%

%+,

的拿奖学金的学
生都要请大家吃饭& 在座谈会上有同学甚至
感慨*如果遇到以上这些情况不请客很可能
便被视为!不够交情"!不上路"&

在大学校园中%手机'电脑已经日益成
为仅次于书本的必备之物& 而申静她们在调
查中了解到%近一半的学生买了电脑%这些
买电脑的学生有

.(,

承认自己买电脑的首
要原因不是学习%而是看到别人买了电脑所
以自己也想买%其余

-(,

的学生是为了上网
方便% 只有

*(,

的学生说买电脑是为了学
习&

在座谈中还发现%有的同学为了拥有一
台电脑%竟然挪用学费)有的同学为了拥有
一款手机或者更新款的手机% 情愿节衣缩
食%甚至牺牲自己的其他必要开支& 以上这
些行为可以反映出一些学生不懂得量入为
出%而虚荣心的驱使又使其形成了无休止的
攀比心理&

申静'张程明两位老师说%部分大学生

消费结构不合理'奢侈浪费'恋爱支出过度等
问题%既与社会大环境的负面影响有关%也与
学校'家庭教育缺乏正确引导有关&

当代大学生生活在 !没有围墙 "的校园
里 %全方位地与社会接触 %受到享乐主义 '

拜金主义' 奢侈浪费等不良社会风气的侵
袭 %他们视勤俭为寒酸 %视浪费为慷慨 %视
奢侈为高雅% 这些心理久而久之成为一种
消费误区&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生虽然来自经济
条件不发达的乡村或者城镇下岗职工家庭%

却不顾自身经济状况% 消费仍旧大手大脚%

无任何计划性% 钱不够用了就伸手向家里
要%而不少家长认为子女考上了大学%为门
庭光宗耀祖%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满足子
女的要求&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大一学生的消费
最具盲目性& 因此% 在学校开展合理消费教
育% 特别是加强对大一新生的消费教育已经
刻不容缓& 父母的言传身教包括消费观念对
孩子消费观的形成有关键的作用& 家长应给
孩子建立监督机制%例如可实行账本制%要求
学生本人建立一个账本% 自己的每一项开支
都有一个账目明细&

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梁勇教授说% 学校
往往重视了对孩子们在学习方面的教育%而
忽略了对他们形成正确消费观念的教育& 如
每到开学的时候便形成学习用品 !浪费周"%

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家长可以给孩子买各种电
子词典'复读机等奢侈的!硬件"学习用品%而
家境稍差的孩子只能靠一件耐用的学习用品
用几个学期% 由相互盲目攀比而形成的校园
贫富差距%是必须正视和重视的大问题%必须
采取得力措施尽快解决&

梁勇说%作为家长 %面对商家所打出的
!开学经济"应该保持理性的消费观念%在教
育上应培养孩子形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不
要给孩子过多的奢侈!装备"& 要知道%这些
所谓的奢侈!装备"非但不能在孩子的学习
上助孩子一臂之力%还有可能成为孩子们在
校园内攀比成风的!道具"& 而作为学校%也
应出台一些限制个别学生在开学时高消费
行为的措施& 据新华社

对 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