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海外扩张已经成为当下很多
中国房企多元化扩张的重要战略，很多
人预测，未来十年，中国房企将进入海外
开发的黄金十年。那么海外地产有怎样
的趋势？针对这一问题和现象，与会嘉
宾、房企大佬也交流了彼此观点。

谈及目前全球哪几个国家和城市是
最好房企开发的金矿？嘉宾纷纷表示，
泰国、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
和地区。

有嘉宾表示，投资海外是机会，同
样也伴随着高风险。毕竟政策、投资环

境、市场都与国内有着很大的区别，同
样，海外投资也会影响和打破现有房地
产的格局。一位业内人士则表示，目前
整个行业正在经历的波动，很多发达国
家的企业之前也都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的，所以应该对这种现象呈积极的态度
来对待。

“大胆尝试与拓新，中国的房地产市
场已经非常成熟，走到外地你会发现，海
外的市场可以把我们成熟的理念和成熟
的技术带过去，去渗透，去融入他们的文
化，这样去海外市场发展。”现场也有企

业大佬抛出这样的观点。
据悉，地产年度风云榜被誉为是中

国的“地产奥斯卡”，12年来，中国几乎全
部品牌开发商、地产界名人大腕和优秀
楼盘，都参加过风云榜，每届风云榜盛典
现场有 2000位行业老总到场，其中不乏
福布斯、胡润富豪榜上榜人物，全场按每
人平均操控人民币 10亿元计，风云榜现
场参会人员可操控资金高达2万亿元，因
此，风云榜又被认为是“富豪 Party”，吸
引着越来越多奢侈品牌与高端服务商的
关注。

第十二届中国地产年度风云榜启幕

去库存、盘整或成2015楼市基调
房价大势，有人看涨有人看跌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王亚平 韩娟

“吻别黄金时代，牵手白银时代”，步入中速增长期的房地产业将呈现
怎样的格局？房企需要怎样的转型才能在新常态下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1月30日，以“新挑战 新机遇”为主题，紧贴地产行业时代的中国房地
产业年度盛会——中国地产年度风云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启幕。与会嘉
宾就地产业的热点话题进行了观点探讨。

“五榜评楼市”
展现地产业最高水平

当天，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名
誉副会长朱中一，中国人民大学
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所长周小明博
士，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孟晓
苏，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今典
集团董事长张宝全，万科企业集
团副总裁、北京公司董事长毛大
庆等地产界名人大腕出席盛会。

中华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
常务副秘书长、中国地产年度风
云榜主办方代表赵正挺，安家传
媒集团董事长、安家杂志社总编
辑刘文斌作开场致辞。

据 悉 ，地 产 年 度 风 云 榜 是
中 国 地 产 界 的 业 内 饕 餮 盛 宴 ，
借以展现一年来中国地产的辉
煌成就，自 2004 年创办以来，已
经连续成功举办十一届。此次
第十二届中国地产年度风云榜
的主题是“新挑战 新机遇”，变
革的时代，迎接新挑战，抓住新
机遇。

每届风云榜都会通过“事件
榜、品牌榜、英雄榜、名盘榜、潜
力榜”构成“五榜评楼市”的宏大
格局，通过评选优秀、表彰先进
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现中国房地
产行业的年度最高水平。第十二
届中国地产年度风云榜也在当日
盛大开启，花落各家。

活 动 中 ，腾 讯 房 产 、网 易 房
产、搜狐焦点、新浪乐居四大地
产门户网站主编、安家杂志主编
以及中国地产年度风云榜组委会
副秘书长分别公布了 2014 十大
年度地产新闻事件、2014 十大年
度地产关键数据、2014 十大年度
地产关键词以及 2015 十大年度
地产预测。

随着榜单的陆续发布，以“2015 年，
中国房地产何去何从”为主题的高峰论
坛开始强强对话。

众所周知，刚刚过去的 2014 年，
中国房地产业经历了深度调整和不
断洗牌，如宏观政策频繁调控、土地
成本高企、市场飘忽不定、利润空间
降低。

针对已知、预见未来，随着中国经济
进入新常态，房地产市场会出现什么变
化呢？在主持人的要求下，众嘉宾分别
用“去库存”“盘整”“震荡”等词表达2015
年中国房地产的市场基调。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创会会长
聂梅生的关键词是“去库存”。她表
示：“ 2014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库存

量有 7 亿平方米，2014 年房地产开发的
销售总量有 14亿平方米，所以我觉得今
年起码先把这些库存解决了，这个解决
了，一切都好说。”

万科企业集团副总裁、北京公司
董事长毛大庆的关键词是“震荡”。在
他看来，“三个大的问题可能房地产要
面对，一个是去库存的问题，第二个是
中国的城镇化的速度实际上是在放
慢，第三个是拐点逐渐在到来。去库
存的压力还存在的状态下，指望房价
还有明确的上涨，我认为可能难度较
大。”

中国旅游度假地产专家、今典集团
董事长张宝全则认为：“在2014年之前中
国房地产市场的状况是人找房的市场，

今年开始进入到‘房找人’了。”
对于大众所关心的 2015 年房价问

题，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苗
乐如表示：“在当前环境下，总体来说，房
价应该平稳地向上向前。”

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孟晓苏则用
一张 1987 年到 2014 年的价格走势图表
达自己的观点。他表示：“中国住房的平
均房价，从刚开始的408元到去年的全国
平均房价6323元，年年上涨，没有一年下
跌，去年的房价涨幅是有史以来第二低，
只是涨了1.4%，由此推算，2015年的房价
当然还是上涨的。”

他强调说，房企必须要根据人的需
求去开发，房地产行业还是要踏踏实实
地盖房子，实干兴邦，把房子盖好。

“去库存”“盘整”定义2015楼市基调

预警“房企海外投资热潮集中式爆发”

2014十大年度地产新闻事件
1.京津冀一体化改变北中国地产格局
2.北京新机场开工引爆大北京地产利好
3.孙宏斌宋卫平百日并购联姻失败
4.任志强高调退休 一代大佬谢幕开启新局面
5.房企热忱拥抱互联网苦寻出路无果
6.全国取消限购 行政调控走向终结
7.“930房贷新政”成2014年市场分水岭
8.不动产登记落地引投资客抛售房产
9.丰台青龙湖率先启动“北京蔚蓝计划区”
10.北京与永清共建新亦庄再造楼市新区域

2014十大年度地产关键数据
1.全球十大地产富豪 中国人占7席
2.预计2015年经济增长7.4%左右
3. 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比上年少增约10万
4.全国46个限购城市中41个城市陆续取消
5.临近新机场的永清台湾城一年房价最高上涨近68%
6.北京2014全年土地收入近1920亿
7.中国对外房地产投资 6年总额达337亿美元
8.北京最便宜自住房弃购率达80%
9.近40%购房者会因央行降息而加速购房
10. 2015年将新开工建设保障房700万套

2014十大年度地产关键词
1.央行降息 2.京津冀一体化
3.双向调控 4.北京新机场
5.自住房 6.伪豪宅崩盘
7.不动产登记 8.去库存
9.地王频出 10.房地产税

2015十大年度地产预测
1.豪宅市场整体滞销 伪豪宅必然崩盘 单价7万以上豪宅

总体已失去投资价值 地产进入刚需刚改新时代
2.中国房地产市场不会崩盘 从长期看会继续保持向上发展

势头 但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商业运营模式会发生颠覆性变革 一
线城市房价稳定 大量楼盘供应过剩的三四线城市或崩盘

3.房地产进入多元传播时代 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
无力垄断市场 掌握新的传播规律和资源整合能力才能赢得市
场先机 并可能由此诞生新的全资源整合传播营销新模式和新
的龙头企业

4.房地产企业进入大洗牌 可能会有大批中小开发商死去
或离场 大量业内从业人员失业、转行

5.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出路将在大北京
6.传统代理行模式将遭遇生存危机
7.限购必然退出 双向调控是未来楼市出路
8.现有的养老地产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9.央企和大国企资本“垄断”将使中国房地产失去生机和活力
10.目前广受热捧的房产电商只抢客源不创造新价值 未来

3年内99%会陆续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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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中国历史的治乱兴衰，中国政治的清浊明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想财富、实践镜鉴
和创作素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我们要
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正风肃纪、“打虎拍蝇”，不但开创了全面
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标的崭新局面，也促使中华民族的优秀廉政文化得到复苏和重生。

日前，一部全方位反映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精华的纪录片《鉴史问廉》应运而生。该片思想凝厚，艺术精深，探寻展
示中华民族的“廉政文化基因”，令人观之不倦，念之不忘。这部饱含家国情怀、人文关怀的开风气之作，与笔者近时思
考的三个问题不谋而合：其一，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廉政文化基因究竟“是什么”？其二，发扬光大优秀廉政文化基因
应当“做什么”？其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到底“要什么”？

随感之一：鉴古方知“是什么”

中华民族政治早熟、文明早启，创造了辉煌
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黑格尔
在研究中国时就曾指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
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
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
既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一种终古
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
西。”他还独具慧眼地谈道：“东方世界在‘道德’
方面有一种显著的原则，就是‘实体性’。”毋庸置
疑，廉政文化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理政、经世
济民的“实体性道德”，具有“最古又最新”的永恒
价值和普世意义。

在中国绵延不断的文明长卷中，对清廉政治
的追求贯穿着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全过程。
今人不断“寻根问典”，就是要找到当下参破“信
仰迷思、文化迷惘、价值迷失”的精神之源和实践
之匙。《鉴史问廉》作为一部文化记录“大片”，锁
定“廉政”关键词，深入中国历史演进的细节和脉
络之中，既纵横捭阖，又索微抉隐，进行了一次对
廉政文化与社会及文明兴衰内在关系的“发现之
旅”。正如该片所示，贪污腐败的本质是对社会
物质财富分配规则的破坏，当这种“内生性、内伤
性”破坏无以复加，导致最基本的社会财富再生
产难以为继，整个社会就要“礼崩乐坏”，在信仰
上显现危机，从整体上走向崩溃，从政治上出现
解体。在历史上，百姓们对政治清明和清官廉吏
的期与盼、鼓与呼，其本质上是对公平正义这个
维系社会基本规则的强烈诉求，也是对国家民族
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积极捍卫。

实践出真知，反思出新知。面对中国数千年
王朝兴亡更替的大戏，我们看到了一条隐现其间
的廉政文化线索。因为历朝历代在反腐败上都
留下大量经验教训，这些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
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廉政文化景观。《鉴史问廉》纵
览中华民族五千年朝代演进，以“廉”为核心，以

“清、勤、慎”为主题，从历史的兴衰之道中探寻廉
政文化力量，为盛世鸣警钟，为时代举镜鉴，是我
们“解码”中国的一个“文化导航仪”。特别是古
代廉政建设、官德建设、社会教化与惩贪措施曾
有过遏制腐败的壮举良效，其结果就是推动生产
力发展，造就了一个个传颂千古的盛世。通过

《鉴史问廉》的“历史视窗”，我们看到：盛世的出
现有赖于胸怀天下的君主励精图治和官员清廉
干练，上下胼手胝足，齐心协力；但当一个王朝走
向衰败，官场的贪污腐败总是愈演愈烈，最终导
致国家战乱和改朝换代，盛世又被乱世所吞噬。
面对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现象，一条始终不变的

规律一再显现，那就是“廉则兴，贪则衰”，贪腐不
会导致一个王朝迅速衰亡，但一定会导致这个王
朝灭亡。管不住腐败，国家就有危亡之虞；遏制
了腐败，国家就能长治久安。

正如王岐山同志所强调的那样，历史是最好
的老师。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
政、管权治吏思想，有丰富的礼法相依、崇德重
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国家”是我们民族独
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中华传统文化是责
任文化，讲究德治礼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
华文明的 DNA，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
义。通过《鉴史问廉》的倾力呈现，可以看到中国
数千年家国文明绵延不绝，一个极端重要的原因
是：传统廉政文化的“精神血脉”生生不息，润养
了一代又一代德高品正的仁人志士，将廉正、清
白、忠诚、修身、勤政、民本、节俭等优秀廉政文化

“道统”发扬光大。此乃中华民族之幸事，亦是今
日中国之福祉！

随感之二：创新需懂“做什么”

梁启超先生在上世纪初年曾大声疾呼：“四
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的这份家产，毕竟还在咱们
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
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
哪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
了好几辈。我们好像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
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
虽经八十余载，这一席话仍令人觉得言犹在耳、
回肠荡气！今天的中国，信步走在大国复兴的康
庄大道之上。应当深思的是，如何面对这一份既
久远又连贯的“大国政治遗产”？它考验政治智
慧和政治担当，也指引复兴方向和创新路标。今
天的我们，决不能做漂泊无依的“文化孤儿”，更
不能做数典忘祖的“文明弃儿”，而应当以“去其
糟粕、取其精华”之立场，以“古为今用，学以致

用”之方略，以更多更新的原创性作品来“下载”
我们的“文化内存”，传承我们的“文化基因”，复
兴我们的“文化梦想”。

诚如所见，《鉴史问廉》既是近年来不遑多
让的廉政教育佳作，也是不可多得的电视纪录
精品。该片纯熟运用情景再现、专家品评等纪
实手法，将中国传统的廉政理念文化、行为文
化、规矩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等进行全息
扫描和立体呈现，从官修国史、历代法律、监察
制度、科举制度、文物古迹、民间故事、清官廉吏
的真事典故中进行“考古发掘式”再创作，从传
统戏剧和文学等艺术形态中选取经典事例进行

“大数据化”再加工，将“大历史、小细节”呈现荧
屏，用“老话题，新思考”冲击心灵，带来一场视
听盛宴，分享良多精神养分，既可谓中原大地的
亮丽文化盛景，亦堪称中国廉政文化建设长卷上
的精彩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如《鉴史问廉》这般品位和量
级的文化纪录片，不同于电视剧等艺术门类的虚
构、戏说等表现方式，着力以逻辑性和真理的力
量震撼人，以叙事性和真实的力量打动人，给廉
政文化建设者和电视艺术工作者带来双重启
迪。作为一部“豫制”文化品，该片主创人员巧妙
用活带有地域特色的内容元素和故事桥段，如豫
剧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七
品芝麻官”，内乡县衙上“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
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
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的楹
联等，令很多观众津津乐道。同时，该片创作团
队艺术地将历史与现实进行文化“对接”，如从热
映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回溯唐朝史实，从戏
剧脸谱形象来解读包拯故事等，具体而微地描画
出中国式“清官情结”的民意基础和文化渊源。
实际上，宣传不全是“宣讲”，教化不等于“喊话”，
深刻不同于“尖刻”，主流文化精品往往越接地气
越有人气，越赏心悦目越入心醒脑，越顺应民意

越彰显党心。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用富有政治热
度、文化温度和历史厚度的精品杰作来续写文化
传奇，才能不负先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情怀、大忧
思、大期待。

随感之三：知今才晓“要什么”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学者
克罗齐在 1917 年提出的著名论断。上世纪中
叶，朱光潜先生曾对其阐发道：“过去史在我的现
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着重历史的现时性，
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今人观古，不
为泥古，而要通今。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即在于此。新中国成立以后，
他经常思考的就是如何保持公职人员的简朴廉
政，密切联系群众，不致成为站在老百姓头上的

“官僚”。如他曾多次要负责干部多读贾谊《治安
策》，因为其看到汉初社会风气侈靡相竞，豪强掠
夺，造成“卑贱者”和“尊贵者”对立，“危者非一日
而危也，皆以积渐”。

方今之际，中国既面临经济体量“坐二望一”
的有利条件，也面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群体性事件多发、贫富差距较大等现实挑战，
特别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
取得压倒性胜利，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
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
巨繁重。而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要复兴的不仅是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和全球
影响，还有优秀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既要有“硬实
力”，也要有“软实力”，不能让舶来的“文化垃圾”
充斥我们的精神家园，不能让腐朽落后的“思想
残渣”污染我们的信仰高地。以传统廉政文化为
根基，掀起一场直抵人心的文化价值观“净化美
化行动”，恰逢其时，正当其用。应当看到，《鉴史
问廉》创作团队的责任担当、创新能力和艺术功
底，无疑是该片不输于荧屏看点的一大幕后亮

点。其所构建的中国廉政“传统文化长廊”，既有
助于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也有助于增强国人
的文化自信、价值自立和道德自给，为建设清廉
社会、清廉家园和清廉人生凝魂聚力。

更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锐意改革，重
典施治，作风建设高举高打，强力反腐高开高走，
以一场改变中国的超强“廉政风暴”为“中国震
撼”开启新篇。可以预见，这将改变中国政治生
态，也会改变经济社会景观；这将洗刷我们的党
风政风，也将改变我们的社风民风，带来过滤发
展“水分”、查杀贪腐“病毒”和扫除精神污染等综
合效应。即便如此，仍有不少杂音噪音不绝于
耳，如反腐败影响招商引资的“杀伤经济论”，影
响党的形象的“自我抹黑论”，导致职工利益受损
的“反腐误伤论”，造成不作为懒作为的“为官不
易论”等。因此，为打赢这场输不起的反腐败攻
坚战、持久战，在强化思想共识、提供智力支持和
引导社会舆情等方面创新有为，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而《鉴史问廉》所提供的丰富历史镜像，给当
下的正风肃纪、“打虎拍蝇”提供了别具深意的文
化参照系和心理坐标谱。

事实上，反腐败作为一种国家治理行动、权
益规制体系，带有很强的系统性、统摄性、协同
性、广域性，给全社会带来全新的“同在感、现场
感”，让国人清晰地看到风气变好、生活变好、国
家变好的定格画面。可以说，《鉴史问廉》在讲好
历史版“中国反腐故事”方面做出了值得记取的
重要贡献。对反腐实践者和研究者来说，应当更
自信、更给力地担当起自身的“主体责任”，那就
是把中国当下很多带有原创性的“反腐新故事”
讲好讲透，为我们的社会心理环境增加更多“精
神绿植”，为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凝聚更多“民心红利”。

曾记得，国学大师钱穆有言：
“中国诗里的理想境界，则必是具有风力

的。风来了，万物滋生。诸位若能从诗中披拂到
一些古人之风，诸位又若能把此风吹向他处，吹
向将来。诸位当知风是无物能阻的。风大了，自
能所向披靡。”

正作风、反腐败是不能输的实践较量，也是必
须赢的文化博弈。清风正气能聚得起来，歪风邪
气才压得下去！但愿更多如《鉴史问廉》般的文化
精品问世，把正气新风吹向国人心扉。如此蔚然
成风、相沿成习，“诗里的理想境界”成真，全党上
下齐心协力，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我们的作风新状
态、政治新生态、反腐新常态亦“自能所向披靡”！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
书长 原载2015年1月3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