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市“退烧”后陷僵持
“实施‘限购’之后，原来积累的 400多组

客户大量流失，只剩下 180 多组。”上海中环
线内一大型楼盘销售负责人日前告诉记者。

“限购”被认为是此次调控的“杀手锏”之
一。目前看来，投资投机性需求得到了一定
程度遏制。中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聂
梅生表示，作为重点区域的 35 个大中城市，
因此导致交易量下降5％～7％。

招商银行 20 日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显
示，9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将不再增加房地
产市场投资。

去年 4 月起震荡上行的高房价，其涨势
已有所遏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3月份
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
下降和持平的城市达到 20个，比上月增加了
6个，环比涨幅比上月缩小的城市有29个。

“地王”也暂时远离。中国城市地价动态
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超过半数城
市的综合地价环比增速放缓，不少城市出现
了土地底价成交甚至流标的情况。

在此轮“最严调控”中，对房企“银根”控制
之紧超出以往。上市房企的融资受到各部门

“名单式监管”，一般房企申请贷款困难重重。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随着房地产调控

政策的深入推进，市场供求矛盾有所缓解，不
合理需求得到一定抑制，市场出现了一些降
温迹象。这说明，中央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政
策是正确的。”

不过，市场变化与人们的期待还有一定
差距。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陈杰说：“判断调控的效果，应该问问买房者
的感觉，问问中低收入者有没有看到更多的
保障房投入供应。”

各种博弈正在加剧
当“最严调控”进入关键期，各种博弈正

在加剧。表面的平静之后，有多股力量“蠢蠢
欲动”，可能对调控构成“对冲”。

首先，部分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仍在上
涨，“助涨”效应不容忽视。数据显示，70个大
中城市里，依然有 29 个城市 3 月份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环比涨幅超过 0.5％。这些城市大

部分属于不甚引人瞩目或“限购”令没有覆盖
的三线城市。这部分城市房价的持续升温，
可能对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执行调控政策时
“留了后手”。其中最典型的是房价控制目标
的制定问题。3月各地陆续公布的“限价”目
标，几乎清一色成了“涨价目标”，个别城市的

“涨价目标”甚至超过 10％。日前，经国务院
督查组督查后，有城市宣布下调此前确定的
新建住房价格涨幅控制目标。

再次，内外资金面因素仍造成房价上涨
压力。受通胀预期影响，流动性依然充裕，买
房仍是许多人的不二选择。有购房者说：“现
在物价上涨较快，别的投资渠道又不多，还是
买房子比较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货币政策紧缩、房企
资金趋紧，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外资以各种
渠道进入楼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中，利
用外资 144 亿元，增幅达 45.2％，为各类来源
中增长最快。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陈晟
说，外资的加速进入可能会抵消掉一部分楼
市调控效果，对此应予以警惕。

应加快保障房的制度创新
4月上旬起，国务院督查组兵分八路，对

16个省（区、市）贯彻落实调控政策措施情况
开展专项督查。此次督查力度之大、范围之
广，震动市场，也激起各方更多期待。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期强调“巩固和扩大
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效”，“要坚持调控方向不
动摇、调控力度不放松”。重申“严格控制投
机投资性购房需求，努力增加市场供应，稳定
市场预期，把房价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切
实抓好保障性住房建设，将保障性住房建设
任务分解落实情况。”

多位专家认为，目前关键是把现有的“政
策篱笆”扎牢，形成部门合力，杜绝“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的局面。

业内人士还建议，中央政府对保障房尤其是
公租房三令五申，但一些地方在土地、资金等问
题上仍处于探索阶段。中央应加快保障房的制
度创新，完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加快破解保
障房尤其是公租房遭遇的一系列瓶颈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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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虽“退烧”博弈正加剧

楼市如何冲破“观望期”？
新华社记者 叶锋

国务院对地方“楼市督查”刚刚结束。在“最严调控”之下，市场正呈现出积极
变化，但各种力量博弈也在加剧：“限购”暂时遏制了炒房投机需求，但仍有超过四
成的被统计城市3月份房价环比涨幅超过0.5％；高房价出现松动，但离期待尚有
差距。

督查之后，一轮力度空前的房地产调控是否会再度加码，市场能否尽快冲破
“观望期”？各方拭目以待。

一批企业将接受
发票使用情况检查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王媛媛 韩
博）记者昨日获悉，按照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要
求，市地税局稽查局将对涉及金融、保险、通信、
石油石化、房地产等重点行业的 148 家重点企
业开展发票使用情况检查。

据了解，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文件要求，中国
联通河南省分公司及郑州市分公司、中国人寿
河南省分公司及郑州市中心支公司、中石油河
南销售分公司及郑州销售分公司等6家企业被
列为发票使用情况重点检查对象。

邀请专家宣讲
知识产权政策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而缺乏资金的企业该如何利用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变“知本”为“资本”？由市知识产权局主办
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评估管理政策宣讲会
22日举行。来自我市知识产权优势区域、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银行、融资性担保机构和资产评
估机构的2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此次宣讲会是今年我市知识产权宣传周活
动的系列内容之一。会上，市知识产权局邀请
郑州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学专家、知识
产权专家和金融专家，为与会人员解读国家有
关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评估管理政策、专利权
质押融资应注意的法律问题等。

新华社杭州 4 月 24 日电（记者 冯
莽 张炼）24 日在杭州召开的第五届
中国期货分析师论坛“商品期货分论
坛”上，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
预测处处长徐连仲预计，二季度国内
CPI 涨幅在 4.9％～5.1％；下半年要略
低于 5％。

徐连仲表示，当前国内居民消费价
格处于一种高位运行态势，预计短期
内不会产生细节性变化。国内二季度
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存在，但是这种压
力 不 会 继 续 明 显 扩 大 。 预 计 二 季 度
CPI 涨幅在 4.9％～5.1％，上半年涨幅
约在 5％的区间运行，下半年涨幅会有
所减小，要略低于 5％。“总的来看，全
年实现 4％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

说。
据介绍，居民消费价格处于高位运

行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商品价格上涨
压力较大；服务价格压力明显加大；通
胀压力越来越大；生产资料大幅上涨对
下游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推动作用在
逐渐扩大等。此外，还有一个翘尾因
素。

不过同时他也表示：“尽管当前国内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压力很大，但鉴于价格
涨幅处于比较高的位置，进一步上涨的可
能性是不具备的。”

据悉，本届论坛以“金融期货时代的
分析师”为主题，其中还包括“金融期货分
论坛”、“商品期货分论坛”及“期货投资咨
询业务研讨会”3个分论坛。

帮月光族理财
懒人账本热销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快，各种
便捷的创意用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最近，一种名
叫“懒人账本”的小册子在年轻人中悄然流行起来，成为

“月光族”、“日光族”的理财好帮手。
2.5元一本的“超市专用购物清单”、4元一本的懒人账

本、8元一个的“优惠卡风琴包”……记者昨日走访郑州小
商品批发市场发现，随着时下更多年轻人常常处于“月光”
窘境，一系列“理财文具”开始走俏。“这种账本其实就是为
年轻女性设计的，外观比较小巧，图画文字都很有趣，方便
随身携带随手记录。”友爱路一家文具店的店主王小姐说，
从进货到现在，一个月卖出了上百本懒人账本。

翻开一本“懒人账本”，每页都分有购物类、饮食类、活
动类、收入类等栏目，每栏下面列有项目和支出，每页上面
都设有一天的花销总结。此外，账本内还设置了欠债人、
省钱小技巧等栏目，时刻提醒主人精打细算。“我每天把所
有的开销都记在账本里，这样不仅可以掌握钱的去向，还
能督促自己理性消费。”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惠说。

专家预计：

二季度CPI涨幅在4.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