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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楼盘，“码”上呈现。“码”上房展，
“码”上有房。由本报提供的“码”上房展，方
便用户及时、全面了解楼盘、房源数据，为开
发商、二手房提供一个永不落幕的房展会。

“码”上房展，利用二维码的桥梁作用以
及强大的产品展示功能，彻底突破平面媒体
的局限，实现平面、网络跨媒体融合，让传播
更立体、更多元、更
迅速。消费者只需
扫描二维码，就可获
知各楼盘项目的信
息，包括楼盘位置、
价格、户型、优势、近
期活动、工程进度等
等。

如您也期望自
己的楼盘、房源可以
在此展示，请联络：
15216328052。

“码”上
有 房

地方两会逐渐淡化楼市调控
今年“微刺激”或将持续

随着去年我国楼市进入调整期，地方政府纷纷松绑楼市政策，调控也逐渐淡出了政府的决议内容。目前发
布的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前被热议和反复提及的调控正逐渐被淡化，政府决
策的重点转向保障房和公积金等政策的调整。

专家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淡化楼市调控，反映了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新常态”，政府的心态逐渐理性，将更
加注重市场的调节作用，调控或将延续去年的“去行政化”和“分类调控”的思路。从目前来看，中央主要通过金融
政策稳定楼市，地方则从局部入手。今年各地已进行了多项“微刺激”，两者叠加将对楼市产生积极的影响。

截止到 2月 8日，已有 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广东、
海南、吉林三省除外)召开了两会，中新网房产频道梳理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以往报告中被反复提及的“调
控”、“房价”、“限购”、“限价”等词汇已然消失，报告中所用
词汇变成了“分类指导”“稳定住房消费”“市场调节”等等。

北京市去年的报告显示，“继续严格执行房地产调控
各项政策措施，坚决保持房价基本稳定，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今年关于楼市调控却只字未提。上海去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的表述，“健全住房保障和供应
体系，严格执行国家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确保住房用地
供应，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今年则简化成了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一句。
目前发布报告的城市中，有 14个提及房地产相关内

容，多数提到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福建的报
告还提出要支持群众首套房、首改房等刚性住房需求，河
南的报告提到要分类指导各市县房地产开发建设，内蒙古

提及要确保房地产风险可控，增加住房消费。宁夏的报告
则着墨较多，提到要坚持市场调节为主、政策引导为辅，支
持各市采取有效措施，释放改善性住房需求，合理引导房
地产市场预期，促进投资和消费平稳运行，有效化解存量，
切实防范风险。

与之前地方两会频繁提及房地产相反，今年楼市调控
多淡出地方两会。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
告诉中新网房产频道，过去之所以强调楼市调控，就在于
市场过热，需要进行各类手段的打压。2014年楼市急剧降
温，这使得今年对于楼市应该是以“呵护”的态度，而非行
政干预。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在
接收中新网房产频道采访时表示，这也说明地方政府对楼
市的调控逐渐走向理性，意识到房地产应该更多的通过市
场来调控，也就是“去行政化”的过程，“这是一种进步，是
一个好现象”。

楼市调控淡出地方两会或将延续“去行政化”

既然以往被热议的楼市调控今年淡出，那么各地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楼市都提到了哪些内容呢？中新网房
产频道发现，保障房建设、不动产统一登记的落实、公积金
制度的调整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各地工作的重点。

作为保障民生的重要举措，保障房的规划和建设在多
个报告中被提及。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多地的保障房规划
和楼市去库存结合了起来，浙江、宁夏的报告中提到将把
存量房转为公租房，这一政策也被业内视为去库存的一大
利好政策。

甘肃、安徽、贵州的报告中还提到，将推进棚户区改造
货币化安置。对此，牛凤瑞谈到，他赞成住房保障货币化，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政府统一建设或购买保障房源，可能
存在现有资源和居民的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会造成新的闲
置和浪费。让困难居民拿着补偿款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子，
这样更符合居民实际需求，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

今年《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马上进入正式落实阶段，
地方政府积极配合将落实工作提速进行。北京今年将完
成市区两级不动产登记机构职责的整合，机构设置已有初
步方案。山西、河南、湖南等省市也在工作报告中强调要
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建立配套制度体系。

各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也将进一步放宽，云南表示要
推进公积金领域的改革，陕西要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山
东也将探索把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的保障范围。

另外，各省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改革。北
京正研究制定积分落户政策，河北、内蒙古、贵州等地也在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外来或农村人口在城镇的落户限
制。

对于户籍制度的调整，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
示，户籍制度的改革短期内对楼市影响不大，但它的影响
是长期的、渐进式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购房需求。

地方两会聚焦保障房建设公积金制度或将进一步放宽

虽然今年楼市总体上或将延续“去行政化”的调控思
路，但面对楼市成交持续低迷的局面，今年以来各地出台
的“微刺激”政策不断，比如近期北京公积金制度的调整、
厦门和四川全面取消限购、福州回购商品房转为安置房
等，都对楼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楼市“微刺激”分为两种，牛凤瑞解释道，第一种是目
前各地政府采用较多的松绑方式，放开之前调控过程中

“不该管、不该控的”，也就是回归市场的做法。另一种则
是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根据各地发展情况采取的刺激手
段。

在牛凤瑞看来，今年楼市还是会坚持“分类调控”的方
针，把调控的主动权交给地方政府，因为房地产是区域性
市场，地区差异较大，想用一个政策来喊全省“齐步走”是
非常难的。

中央和地方的调控手段也有所不同，张大伟认为，今
年房地产政策将延续去行政化、重市场的调控思路，中央
政府稳定楼市的主要措施是金融政策，地方政府则是从局
部入手，主要采用财政补贴购房和放松公积金贷款的方
式。

严跃进也提到，为防止楼市大起大落，各地针对房地
产市场的“微刺激”还将继续。张大伟预测，今年房地产政
策有望在营业税征收、部分一线城市限购政策等方面进一
步放开，地方政府还可能会出台非常直接的税费减免、购
房补贴等政策。

中央、地方分类调控
楼市“微刺激”或将继续

央行降准
房地产市场逐步复苏

2015年2月4日，央行（PBOC）宣布下调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RRR）0.5个百分点至19.5%。2014年央行
曾两次定向降准，此次降准于2月5日正式实施，农村及小
型银行额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也是自2012年5月以来
央行首次全面降准。

世邦魏理仕研究部中国区主管、执行董事陈仲伟对中
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记者分析，从宏观角度来看，此次降准
源于最近几个月疲软的经济指标。去年的降息理论上可
降低融资成本，而降准则能通过释放更多的流动资金进入
市场更直接地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此次降

准有望进一步提升市场流动性，房地产市场氛围有望进一
步好转，房地产行业尤其是住宅市场将会因此而获益。

降准以后，中国19.5%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依然接近史
上最高位，而5.6%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与其它主要国家
相比也处于高位。我们相信，如有需要，中国政府仍然有空
间运用宏观调控措施来避免经济硬着陆。

住宅市场将会是最大受益者。2014年第三季度开始政
策松绑之后，住宅交易量在第四季度出现明显回升，这种回
暖的势头在几个需求较为旺盛的主要大城市表现得尤为突
出。根据搜房网公布的数据，2015年1月，房价终于迎来8
个月以来的首次增长，世邦魏理仕相信不断宽松的政策环
境将使得住宅市场在未来几个季度进一步复苏。

在降息降准等政策的刺激下，预计 2015 年的中国
GDP增长将可达到 7%左右。稳定的经济预期，将有助于
促进公司业务扩张和零售增长，从而带动对写字楼和零售
物业的需求。尽管如此，短期内供应过剩的局面仍会令到
写字楼和零售物业的租金涨幅受到制约。

充沛的流动资金及利率的下调（去年11月一轮降息，
未来几个月仍有可能再次降息）皆有助于房地产市场回
暖。但我们相信投资者应会继续关注供需相对均衡的一
线城市。

2013年初开始，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房地
产市场，如今得益于市场氛围回暖以及日益宽松的政策，
这个问题将有所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