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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法经济与法

画说 财经财经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通讯员 孟媛）国
家统计局郑州调查队昨日对外发布信息，6
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同比上涨
2.0%，环比下降0.5%。

食品价格涨幅仍居首位。6 月份，我
市食品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 3.1%，非食品

价格上涨 1.5%，消费品价格上涨 2.0%，工
业品价格上涨1.1%，服务项目上涨2.1%。

与上月相比，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下降 0.5%。其中，食品类降幅最大，环
比下降 2.1%，非食品价格上涨 0.2%，消费
品价格下降 0.9%，工业品价格持平，服务

项目价格上涨0.6%。
与去年同月相比，我市各市（县）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均有所上涨。其中，中牟
上涨3.9%、巩义上涨1.2%、荥阳上涨2.7%、
新密上涨 2.6%、新郑上涨 2.0%、登封上涨
1.5%。

调控仍处攻坚阶段
“以房地产拖累经济为由要求放松调控

政策，正是我们所担心的。”中国房地产研究
会副会长顾云昌告诉记者，现在房地产“调控
的压力来自于人们将楼市与 GDP 捆绑的思
维，忽视了调控对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所取得
的成效。”

国家统计局 13日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
我国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8%。其中，二季
度增长 7.6%，三年来首度“破八”。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
来运坦言，房地产的主动调控确实是今年经
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房地产
投资增速回落的幅度以及与房地产销售有关
的家具和家电销售情况来看，增速都回落得
比较明显，这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短期经济增长。”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我
国经济中房地产行业对GDP的贡献仍较高，
近十年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保持在
5.5%左右，且产业关联较高。

自 2010 年 1 月至今年 4 月，房地产开发
投资增速始终保持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但二季度房地产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
用明显减弱，其中 6 月落后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 3.8 个百分点，比上月扩大 2.2 个百分
点。业内预计年内房地产投资增速相比去年
将有较大幅度的回落，全年增速将从去年的
27.8%回落至15%左右。

进一步完善调控政策
盛来运表示，调控房地产虽然说短期对

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有利于国民经济更
持续健康地发展，特别是对防止房地产泡沫
化对经济的长期发展的冲击很有好处。所以
要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的政策，进一步巩
固房地产调控的成果。

在经济增长压力加大、地方土地财政收
入减少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潜伏”着放
松楼市调控的冲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多
个地方接连“微调”政策，变相“松绑”楼市调
控。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全国房屋新开工量
已出现负增长，对于上下游行业的利空影响
趋于显著。在抑房价和稳增长之间，客观上

需要房地产调控“走钢丝”。
顾云昌认为，2012 年房地产调控的重点

仍然是构建合理价格体系，继续执行限购限
贷政策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增加保障房和
普通住房供应，满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
求，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特别是对
于改善型住房需求，也应当在信贷政策上予
以差别对待，降低首付成数和给予优惠利率。

申银万国分析报告指出，考虑到当前经
济低迷，稳投资成为各地共识，因此既要控制
投机性需求，又要稳定投资，增加未来供给，
可行的方式就是继续此前的限购限贷，打击
投机性购房，同时放宽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
限制，保证正常供给。

应建立调控长效机制
6月份，多数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

交量创近17个月新高。而进入7月份，部分城
市环比成交数据继续增长。伴随着成交量的

上涨，房价也开始逐渐回升。业界担心，楼市
的“价格底”和调控的“政策底”已经双双出现，
在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影响下，市场预期的改变
会令房价出现趋势性反转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顾云昌认为，这一轮成交量的反弹与开
发商前期的“以价换量”有关，更重要的是货
币政策的宽松带来的预期改变，使得自住性
需求认为购房窗口已经打开，积极入市。房
价上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涨，即随着收入
水平的提高而上涨，另一种是虚涨，往往是投
资需求炒起来的价格。但在目前形势下，房
价过快反弹和暴涨的可能性不大，最多只会
是温和上涨。

“一些人认为房价合理回归就是要降房
价，其实还有一种路径是增加居民收入，使得
房价收入比趋于合理。”顾云昌称。

房地产研究机构易居中国的报告显示，
中国房价收入比曾在 2009 年达到 8.1 的峰
值，去年降至 7.4，随着调控的持续以及居民
可持续收入的增长，预计今年大中城市的房
价收入比有望回落至 6 至 7 的合理区间。但
在一线城市中，这一比值仍较高：上海为
12.4，北京为11.6，深圳更是高达15.6。

专家建议，从国际经验看，保持房地产市
场健康持续发展，除增加居民收入外，还应建
立以合理税负为主导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

推迟交房一年多
法院判赔违约金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徐晓艳 陈春

阳）购房者花钱买了一套房子，开发商逾期500
多天才将房屋交付。购房者遂将开发商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其支付违约金。昨日，记者从
管城区法院了解到，开发商被判支付违约金2.5
万余元。

2008年 6月 15日，李某与河南某实业有限
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买该公
司开发的某楼盘商品房一套，总金额近 46 万
元。合同还约定该公司应当于 2009年 10月 31
日前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原告使用。合
同签订后，李某支付了全部房款，但开发商却
迟迟未能交房。李某认为，被告没有按合同约
定履行交房义务，应支付违约金。

被告河南某实业有限公司辩称：自己已将
符合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给原告，逾期交接房
屋是因为原告未及时办理房屋交接手续，责任
不在被告。被告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意见表》
一份、第一批房源交房通知书及邮寄费发票、
在报纸上发布的交房公告等，以证明自己交付
的房屋符合交付房屋的标准及依约履行了通
知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约定被告应当在
2009年 10月 31日前将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
交付原告使用，合同附件亦对通知原告办理交
房手续的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即必须是书面
通知，在当事人签收或邮寄送达的方式无法送
达的情况下，才可采取公告的方式送达。但被
告未提交向原告直接送达交房通知书的证据
和按原告确定的通信地址向原告邮寄交房通
知书的证据。

由此，被告于 2011 年 5 月 3 日与原告办理
房屋交接手续，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
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故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河南某实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李某违约
金25206.4元。

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记者 王优
玲）国家能源局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
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4136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4.3%。专家分析，上半年全社会用
电量增速持续放缓，但随着我国“稳增长”
政策措施的相继出台和政策效应逐步显
现，下半年全社会用电量有望企稳回升。

数据显示，1 至 6 月，全国全社会用电
量237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增速较
上年同期下降 6.7 个百分点。6 月份全社
会用电量的增速比5月份低0.9个百分点。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俞
燕山说，自今年1月开始，我国工业用电增
速持续低于全社会用电增速。在主要用电
行业中，黑色金属和建材行业持续负增长。

俞燕山分析说，今年1至5月四大高耗
能产业用电占全社会比重 31.68%，较去年

同期下降 1.38 个百分点，有利于节能降耗
和调整结构。

数据显示，上半年，第一产业用电量
465亿千瓦时，减少 2.0%；第二产业用电量
17580亿千瓦时，增长 3.7%；第三产业用电
量2673亿千瓦时，增长12.1%。

据介绍，一季度，我国单位 GDP 电耗
较去年同期下降5.66%，第一、第二、第三产
业分别下降 16.65%、5.67%和 1.42%。上半
年，第三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提高。
从去年的45.61%提高到52.03%，提高了6.4
个百分点。此外，我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
明显下降。上半年仅为 0.72，较去年同期
下降0.54。“这显示我国的用电效率有所提
高。”俞燕山指出。

数据显示，1至6月份，中、西部地区用
电增速明显回落。在用电增速低于全国平

均增速的 1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里，中
西部占了 9个，在 6月当月用电负增长的 4
个省份中，中西部占了3个。

俞燕山说，1至5月份我国东部地区全
社会用电量增速下降幅度逐月降低，“这预
示东部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在减缓，经济逐
步见底，下半年我国经济有望企稳回升，实
现全年增长目标。”

俞燕山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将达到 5.1 万亿千瓦时左右，同比增长达
到 7%左右。受经济增长放缓、电煤供应
充足、来水普遍较好等多种因素共同影
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电力供需形势将明
显好于往年。预计迎峰度夏期间，除个别
地区在用电高峰时段偏紧外，全国电力供
需总体平衡，保障电力供需平衡的压力明
显减轻。

河南127个项目
获社科基金资助
本报讯（记者 王红 实习生 王枢）在刚刚揭

晓的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中，
河南喜获127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其中，
省内高校获得116项，比去年增加44项，获资助
经费 1760 万元，立项数和资助总额创历史新
高。这是记者昨日从省教育厅获得的信息。

据介绍，在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
审中，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立项数超过
100项的仅有11个省份。我省共中标国家项目
127项，由去年的第 10名上升到第 9名，其中我
省高校获得116项。

今年我省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的高
校共有19所，其中：河南大学的增幅最大，比去
年增加 16项，并以总数 33项位列全省之首；排
在第二位的是郑州大学，中标 25 项；紧随其后
的高校还有河南师范大学12项，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11项。从总体来看，我省高校今年中标项
目数、获资助经费额度均创历史新纪录。并且
学科覆盖面广，立项课题覆盖了23个学科中的
21个学科。

从立项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文学、史学、考
古学等我省高校传统优势学科日益完善，管理
学、国际问题研究等学科后发优势明显，经济
学、哲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等学科快速发
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我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工作的科研实力、地方特色和学科优势。

暑期又增新航线
方便市民游大连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 通讯员 姚晓旭）为方

便旅客出行，满足郑州—大连暑期市场需求，
南航河南分公司计划从 7 月 26 日起，新开郑
州—大连往返航线。

具体航班执行情况：7月26日—10月7日，
每天一班。郑州—大连航班18:25从郑州起飞，
20:05 到达大连；大连—郑州航班 21:00 从大连
起飞，22:40到达郑州。

沪深股市小幅反弹
据新华社上海7月17日电（记者 潘清）暂

别前一交易日的大幅下挫，沪深股市17日超跌
反弹。受贵州茅台、洋河股份等龙头股大幅走
弱拖累，前期表现抢眼的酿酒造酒板块出现在
跌幅榜首位。

当日上证综指以2142.43点小幅低开，早盘
震荡下行，探至2141.48点的阶段新低后开始震
荡回升，尾盘收报 2161.19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幅为 0.62%。深证成指涨势稍弱，9560.03 点的
收盘点位较前一交易日涨幅为0.20%。

餐饮企业营业额
同比增长近三成
三家洋快餐约占三分之一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市统计局昨日发布
的信息显示，2011 年全市 201 家限额以上餐饮
企业实现营业额 33.7亿元，其中近三分之一由
肯德基、麦当劳和德克士贡献。

统计显示，2011 年全市 201 家限额以上餐
饮企业实现营业额 33.7亿元，同比增长 29.6%，
拥有资产 29.4亿元，同比增长 24.1%，实现营业
利润 2 亿元，同比增长一倍。郑州肯德基有限
公司、河南麦当劳（餐厅食品）有限公司、郑州
德克士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位居餐饮企业营业
额前三名，三家企业2011年共实现营业额10.1
亿元。

排名前 20 名的餐饮企业共实现营业额
18.6 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 35.8%，占 201 家限
额以上餐饮企业营业额的比重为 55.2%，资产
所占比重为 63.9%，营业利润所占比重为 70%。
其中，营业额超过 1 亿元的共 3 家。20 家企业
实现营业利润1.4亿元，16家盈利。

牛肉价格涨势明显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谭谟晓）

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春节过后全国牛肉价格总
体呈降势，3 月份以来走势平稳，进入 4 月份后
出现涨势。与4月1日相比，7月17日，牛腱肉、
牛腩肉价格分别上涨 7.0%、7.1%。分地区来
看，监测省区市牛腱肉价格均上涨，海南、吉林、
宁夏的涨幅居前，分别为 15.4%、14.8%、13.0%；
除山西、湖北外，其他省区市牛腩肉价格均上
涨，海南、上海、吉林的涨幅居前，分别为
17.6%、17.4%、16.9%。目前，全国牛肉价格明显
高于 2011 年同期，7 月 17 日牛腱肉、牛腩肉价
格同比分别上涨23.7%、22.2%。

6月郑州CPI同比涨2.0%

7月17日，青岛市一艘由
退役轮渡改变功能，全新升级
改装的豪华游轮“蓝海明珠”号
正式起航，投入市场化运营。
“蓝海明珠”号游轮船长64.77
米，船宽15.60米，总吨位2334
吨，定员298人，集游览、会议、
演艺和餐饮功能于一体，是目
前青岛海上旅游最大的游轮之
一。据介绍，2011年随着青岛
到黄岛海底隧道及跨海大桥的
贯通，往返两地的6条轮渡陆
续退役，此次投入运营的海上
游轮就是轮渡转变经营方式
“蜕变”而成。

图为“蓝海明珠”号停靠在
青岛奥帆中心码头。

新华社发

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持续放缓
年内有望企稳回升

看“好”再评
“3个小时内到珠海砍你！”这是一名网购买家

从卖家得到的回复。
今年早些时候，广东省珠海市段先生网购一部

手机后认为是水货，多次与卖家沟通，退货未果后
给了卖家“差评”，不料卖家带着3名同伙从深圳驱
车来到珠海，将买家砍伤。7月6日，警方抓获犯罪
嫌疑人。卖家暴力伤人违法，毋庸置疑。缘何因一
个“差评”砍人，引人深思。

新华社发

楼市“半年报”喜忧参半
调控仍处攻坚阶段

新华社记者 魏宗凯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房地产业“半年报”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上半年房价
同比增长5.3%，基本抑制住其过快增长的步伐；忧的是投资增速回落，“拖累”了
GDP。专家认为，房地产调控效果明显，对经济的影响也在意料之中，切莫过分看
重经济增长数字而淡忘了调控政策的初衷。

7月15日，在新疆伊宁县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园，几名维吾尔族妇女在参观。

新疆伊宁县集培训、实验、示范、观光、生
产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建设工作进展顺利，已具雏形。据介绍，示范
园建成后，通过土地流转促进转移土地的农户
增收，目标是2012年通过转产业和劳动力转
移户均增收达到 12000 元，人均增收达到
2400元。 新华社发

银行股价普遍
跌至净值附近

据新华社电 今年以来银行股价一直于低
位徘徊，进入 5 月份，银行股更是一路震荡下
行。截至 17 日收盘，16 只上市银行股中，已有
10 只市净率不足 1.1 倍，华夏银行、交通银行、
浦发银行股价更是跌至净值以下。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7日，华夏银行、交通
银行、浦发银行三只银行股股价不足净值，市
净率分别为0.9倍、0.93倍和0.91倍；深发展、北
京银行、光大银行等六只银行股市净率不足1.1
倍；市净率最高的宁波银行也仅为1.43倍。

一些投资者甚至戏言，“以为银行到地板
了，没想到地板下面还有地窖，到了地窖发现
还不只一层”，“银行股价堪比白菜”。

据中银国际测算，经历此前多轮下跌，当
前上市银行整体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只有5.84
倍和 1 倍，均处于历史低位，从估值上看，银行
股已具备投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