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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土地财政”依赖症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

年年底，全国闲置土地累计达 1万公顷。更
多违规累累的“非地王”需要切实进行处
置。为此，2009年12月23日，国土资源部曾
宣布挂牌督办分布在北京、浙江、吉林等9省
（区、市）的 18 宗房地产开发闲置土地。上
海、广州等各地近期也纷纷对闲置土地督促
开工或收回。

“此轮处置土地问题，必须避免‘高高举
起、轻轻放下’，而是要‘动真格’。”中央党校
研究员曾业松表示，遏制地价房价过快上涨，
关键在于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土地收益分配格
局，从根本上减少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冲
动；土地拍卖应该从目前“价高者得”的方式，
转为“限房价、竞地价”。

解决土地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对“土地财政”的倚重。
近日一些省市刚刚闭幕的“两会”上，一些代
表委员提出建议、政府官员作出回应时，均
提到要“改变对土地的过度依赖”等问题。

2009年，一些房地产活跃的城市土地出
让收入高达数百亿乃至上千亿元，较上一年
暴涨数倍；也有一些城市，2009年土地出让
金总额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五六成之多。尤
其是在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税基
增收乏力之时，来自土地出让的巨额“快钱”
更让地方政府难以割舍。

但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也逐渐认识到，
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将付出沉重代价，短期
内使房价居高不下、群众住房困难难以解
决，长期则可能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和泡沫性
膨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
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房地产业调控也不能
置身事外。

专家分析，从这一轮调控可以看出，面对
持续上涨的高房价、高地价，地方政府已有“危
机感”。拿“地王”开刀，体现了一些地方政府
在此轮楼市调控中的示范性姿态。

孙钟炬、潘石屹等业内人士均提到：“希
望这次收回‘地王’，是对‘地王秀’的终结，
从而让土地市场逐渐回归理性，避免哄抬地
价的现象再次上演。”

终结“地王秀”？
新华社记者 陈芳 叶锋

进入2月份，曾经令人瞠目的“地王”接连爆冷。北京、南京国土部
门先后宣布收回两幅“地王级”住宅用地，并没收上亿元保证金。

一边是“老地王”上荒草丛丛，一边是“新地王”频频冒头。“面粉”早
已贵过“面包”，前赴后继的“地王秀”背后，究竟谁是“推手”？土地调控
趋紧，是否意味着高歌猛进的“地王”神话开始终结？

收回“地王”遏制抢地冲动
2月1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发文公告，令创下

北京2009年（总价及楼面地价）双料“地王”记录的
北京大龙地产拍得的顺义区地块，最终被收回。
其缴纳的2亿元竞买保证金也被全数没收。

仅隔几天，南京市国土局也传来消息，瑞嘉
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等在 2007年 12月竞得的栖霞
区仙林湖地块，因未按规定日期缴纳首期成交价
款，也被取消对该地块的竞得资格。

两幅“地王”先后被收回，究竟传递了哪些信号？
在市场法则中，没有保赚不赔的生意。大龙

地产还没来得及将争创“地王”的高成本转嫁出
去，就陷入漩涡中。资本市场上的大龙地产，从
2009 年年底的一路高歌到今年 1 月下旬以来的

“跌跌不休”，投资者和消费者开始顿悟：“地王”
神话一旦被戳破，将陷入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开发商在土地出让中的报价，既包含对未来
的市场预期，也包含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意
味着深化合同执行监管的重要性。

“看似‘撞在枪口上’，其实是调控的必然结
果。”长期研究楼市的上海市政协人资环建委专
职副主任孙钟炬说：“随着政策的持续收紧，土地
市场的矛盾将会不断暴露，类似事件可能会连续
出现。这证明管理部门在严肃土地交易方面释
放了强烈信号，拍地企业不要心存侥幸。”

新一轮房地产调控下，中央打击囤地、清理
闲置土地的力度明显增强。去年12月17日，五部
委要求“开发商拿地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首次缴款比例不得低
于全部出让款的50％”。今年1月，国办再次下发
通知要求严格土地出让价款收缴，加强对闲置土
地的调查处理。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疑惑，“地王”被收回背
后，是否有开发商因算准无利可图而放弃土地？

资金问题是“地王”被收回的直接原因之
一。大龙地产在其年报中称，2009年净利润 3.39
亿元，同比增长14256.4％——但以此资金实力掌
控50.5亿元的“地王”，无疑是“蛇吞象”。

北京联达四方房地产经纪公司总经理杨少锋指
出，去年的土地市场泡沫非常严重，一是许多原来主
业不是房地产的企业大举进入囤地；二是一些没有能
力拿地的企业不自量力地加入市场竞争之中。上述
举措能够起到敲警钟的作用，对于全国房地产市场而
言，收回“地王”只是风暴的开始。

土地，在房地产开发中是令地产商最
“纠结”的要素。

自 2009 年以来，土地市场一直上演
“冰火两重天”的“戏剧”：“老地王”不堪资
金重负而陷入困顿，新地王的诱惑又让开
发商趋之若鹜。瞄准黄金地段的地块，坚
持几十轮、上百轮竞拍，豪掷数亿、数十亿
元，价高者最终称“王”——这被不少业内
人士称为“地王秀”。“地王秀”何以重复上
演？

一是资金相对充裕。去年受金融危机
的影响，国家将普通商品住房项目投资的
最低资本金比例从 35％调低至 20％。此
举确实增强了企业的信心，意味着房地产
开发商可以用更少的资金贷到更多的贷
款。加上政府的一些救市计划，包括宽松
的货币政策，大大增强了企业的开发能力。

二是土地资源稀缺。在中国城市化的
进程中，18 亿亩的耕地红线一定不能突
破。而在一些热点城市，商品房土地存量
更是“有减无增”。“物以稀为贵”，在现行

“价高者得”的出让方式中，一些优质地块
的价格极易在众多开发商的争抢中疯狂上
涨，甚至“加冕”地王。

三是资本市场对上市房企的评价。
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说，资
本市场对别的行业的评价，一般是销售额
和利润派生指标。房地产是个例外，除销
售额、利润、税收指标外，还有一个更重要

的指标——就是土地储备。这直接导致上
市房企视“地王”为股市融资的最好“题
材”，追逐不遗余力。企业拿到“地王”之
后，股价暴涨，企业随即通过增发等手段快
速融资，并再次“砸钱”购地，土地市场和资
本市场由此“互推互涨”。

四是“地王效应”拉涨房价。据业内
人士介绍，目前有一些开发商是只囤地从
不盖楼。随着调控的不断深化，有的担心
自身利益受损，便通过大量储备土地来对
抗调控。在市场上不断强化“地价大涨、
房价必涨、涨价正常”的概念，通过“地王
板块”操控区域房价，领涨效应形成板块
拉力。

监管不力的部门和地方政府其实也是
“地王秀”的参与主体。“地王”的巨额出让
金及其带动周边地价的上涨，均充实了地
方的“钱袋子”。在“土地财政”之下，一些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其实是利益共享者。

专家认为，“地王秀”更大的危害在于：
开发商、地方政府所获之利，均是从飙涨的
地价获得的“透支性”收益。泡沫终有破灭
的一天，购房者却不得不为此埋单。

北京建设银行一位信贷经理认为，过
去开发商在拿地时只要利润空间低于15％
便不敢接手，而现在由于地价与房价同向
拉扯互动，市场越来越不理性。土地储备
量越大，企业实际上就承担了越大的未来
市场变化风险。

“地王秀”何以“前赴后继”

绿城新时尚——

厨师上门做年夜饭
本报讯（记者 郑磊）随着春节脚步渐近，

年夜饭成为不少市民关注的焦点。记者发
现，不少市民纷纷选择让家政公司厨师年三
十上门做年夜饭，其中80后小夫妻占据半壁
江山。

昨日一大早，记者在黄河路一家家政公
司看到，不少项目已推陈出新，厨师上门为市
民做年夜饭的服务颇受青睐。“我们安排上门
做年夜饭的都是特级厨师，无论那种菜系都
没问题，一般来讲，做一顿年夜饭特级厨师收
费 200元，一般厨师 100元，具体价格可以协
商。”“做一顿年夜饭太麻烦，我和老公得忙上
两三个小时。”从广州回郑的李清告诉记者，
请厨师上门做年夜饭既能保证饭菜味道好，
又能让自己解放出来，可谓一举两得。

文化路一家政公司负责人高琳透露，请
厨师上门做年夜饭的多为80后年轻夫妻，由
于双方工作忙或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做饭上，
并且，他们会做的菜品也很有限，于是想出一
个省事儿又满意的吃法：请厨师年夜饭上门
服务。高琳提醒市民，请厨师上门服务，除了
重点关注餐饮质量外，还要留意看厨师有没
有健康证，是否需要签合同等；签协议时一定
要看清相关内容，以便发生纠纷时按事先约
定进行赔偿。

去年全省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两成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昨日，记者从省统

计局获悉，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在国
家“扩内需、保增长、保民生”政策背景下，我
省相继出台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
大举措”和“八项措施”，以及搞活流通和促
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对全年河南省社会消费
品市场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重要
作用。数据显示，2009 年，全省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6746.38 亿元，同比增长
19.1%。

2009 年，全省批发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5525.51 亿元，同比增长 20.1%，占全省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81.9%，对拉动全省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到
85.3%，贡献率比上年提升 5.8 个百分点，
成为拉动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的主导力量。

针对 2010 年我省消费品市场走势，省
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消费需求将
逐渐充当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支撑
消费品市场发展的诸多有利因素仍将延
续。虽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还未结
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
造成消费品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错综复
杂，但是在国家一系列“刺激消费、扩大内
需”措施推动下，消费者信心将进一步提
振，2010 年我省消费品市场将会继续呈现
平稳增长态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将会有所提高。

污水横流黑窝点
生产面筋被查处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赵正银 邢长
明）生产车间内污水横流，做好的面筋随意堆
放在地上……昨日，二七工商分局乡镇中心
工商所在侯寨乡芦村河村查处一黑面筋生产
窝点。

根据群众举报，昨日上午，该工商所执法
人员赶到位于二七区侯寨乡芦村河村的现场，
只见大门紧锁，工商人员绕到北边进入后门发
现，里边正在加工生产面筋。这个加工厂是用
石棉瓦临时搭建的一个小棚子，棚子支着一口
大铁锅，锅内正煮着面筋，地上摊着一大块原
材料，两名工人正从地上把做面筋的面切成
条，再用手一拧放入大锅内煮。外面是一个小
院，小院的地上堆放着用黑塑料袋装的成品面
筋，共有 100多袋。门口堆放着 8大袋面筋面，
袋上露出的面筋被工人踩的都是脚印。整个
加工车间是污水横流，工人都是穿着深筒靴在
屋内生产。

工商人员随即问两名青年男工人：“你们做
的面筋，自己吃不吃？”工人答道：“我们自己都
不吃。”女老板却说：“我们加工的面筋质量好得
很，销到全国各地。”

由于该加工厂无任何证照，工商执法人
员依法当场将其取缔，并将生产工具予以
查扣。

本报讯（记者侯爱敏实习生宁甜）虎年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在节前的最后一个周
末，绿城各大商家以春节为主题的促销大战
打响。各大商场超市内人们喜气洋洋购置
年货的热闹景象，让城市的空气中飘散出浓
浓的年味。

各家商场的促销几乎都以过年为
主题。丹尼斯百货流行服饰 5 折起，大
商新玛特郑州金博大店推出“年货大
集”优惠活动。百盛商场内冬装折扣也
持续进行。大力度的折扣吸引了大量

顾客，各商场均呈现人流如织的场面。
街边的专卖店也是一派热闹景象。

一些店铺推出“冬装 4 折”的优惠活动。
在东太康路一家“满 100 减 40”的服装店
内，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几天买衣服
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冬款服装已经断
货。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二七广场某大型
超市内，这里人头攒动，十分热闹。前来
置办年货的市民都不忘买一些年画、灯笼
等春节饰品，老虎造型的饰品更是炙手可

热。超市内随处可见“虎”的身影，福字
虎、发财虎……琳琅满目，它们当仁不让
地成为整个市场的“主角”。前来采购年
货的李女士就相中了一只可爱的布老虎，

“快过年了，在家里挂个可爱的老虎，喜
庆！”

“ 今 年‘ 虎 模 样 ’的 年 货 非 常 俏
销。像这种有老北京味儿的布老虎，
今天已经卖出了好多，现在库存已经
不 多 了 。”店 内 服 务 员 笑 着 告 诉 记
者。

生产销售假名酒
董某被判刑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刘冰泉 时青谊）被告人
董晓因假冒总价值 22万余元的茅台、五粮液等多种名牌白
酒，昨日被郑州高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

2009年2月以来，董晓为非法获取暴利，在郑州市华中食
品城低价购进大量假冒名牌白酒，包括茅台迎宾酒122件、茅
台王子酒13件、五粮液12件、五粮液1618酒19件、贵州茅台
酒7件、汾酒12件、国窖1573酒5件、水井坊2件，放在其租住
处准备见机销售，坑害消费者。

2009年 8月 20日晚，董晓在准备转移销售假酒时，被质
量监督局全部查扣。经有关部门联系各相关厂家鉴定，上述
所查扣的白酒均为假冒各厂家的产品，总价值为 22.1106万
元。

法院审理认为，董晓以假充真、销售假酒，其行为已构成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鉴于案发后被告人董晓认罪态度较
好，具有悔罪表现，酌情对其从轻作了上述处罚。

2月6日，为期50
天的第十六届自贡国
际恐龙灯会在自贡市
彩灯公园正式亮灯开
园展出。作为自贡“三
绝”之一的自贡灯会，
已 经 有 800 多 年 历
史。本届灯会以“科
技、互动、成就、震撼”
为主题，在灯组的设计
制作上，大量运用新光
源技术、LED节能灯等
先进技术，降低灯会的
能耗，提高灯会的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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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智能仪器仪表
基地落户郑州高新区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昨日从高新区传出
喜讯，由该区光机电园组织申报的郑州国家
智能仪器仪表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日前正
式获得国家科技部的认定。这将促进知识、
技术、人才、资金、政策等要素加速向高新区
聚集，标志着仪器仪表产业发展进入新的时
期。

据悉，现代仪器仪表是资金、技术密集型
产业，其发展水平是工业现代化程度的一个
重要标志。郑州高新区仪器仪表产业发展迅
猛，目前在气体监测检验设备、煤矿安全生产
监测仪器仪表、电力仪器仪表、医疗仪器仪
表、税控加油仪器仪表、环保监测仪器仪表等
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区内已聚集了一大批仪
器仪表行业的骨干企业：刚刚成功登上创业
板的汉威电子，是从事气体传感器的龙头企
业；连续 13年产销量占全国第一的正星加油
机，在危机中持续提高自己的市场份额，河南
日立信、新天科技等一大批企业开始在国内
外仪器仪表行业崭露头角……全区初步形成
布局合理、特色突出、行业门类齐全、上下游
企业衔接紧密的产业链。

春节脚步近 商家忙促销
省会虎年年味渐浓

2月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邮政署发行一套
４枚“岁次庚寅（虎年）”为主题的特种邮票以及
相关集邮品。这套特别邮票绘有4只不同品种
的“傲虎”，神态活灵活现，突出老虎作为“百兽
之王”的特点。十二生肖金银邮票小型张嵌有
“瑞牛”“傲虎”邮票，以真金和99.9%纯银压印
而成。

图为“岁次庚寅（虎年）”小全张（上）及无齿
孔邮票小型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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