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建”

今年7月25日，武汉万科金色城市小区售楼部前，几百名市民在
高温下举着横幅要求开发商兑现承诺，确保其子女就读小区内小学和
幼儿园。现场氛围紧张，不少警察前来维持秩序。

据了解，2013年，这家开发商与武汉市洪山区政府投资 3000万
元，引进华师附小建设华师附属金色城市小学。同样的模式还引进了
武汉市育才幼儿园建立分园。不少业主告诉记者，买房时，销售人员
向他们承诺，幼儿园和小学是小区建的，可以保证业主子女就读。

但是，今秋两所学校却招生“吃紧”，业主需要摇号来争取少量
名额。

对此，开发商代表潘见说，小区是按照规划要求配建的幼儿园，
建成后移交教育部门管理。“我们只是说业主有就读的资格，并没有
说一定能就读。”

与华师附小一样，武汉许多知名中小学都与开发商合作，开设了
新校区或分校。武汉一所让许多家长趋之若鹜的名校，近年来跨区域
合办了4个分校——2000年，在宝安花园小区创立了武昌实验寄宿小
学，2006年，在美林青城小区旁设立了武昌实验第二寄宿小学，去
年又在复地东湖小区设立了新校区。

记者日前来到其中一所分校，看到这里拥有五六栋新盖的教学
楼。学校一名值班人员说，今年计划招生150人，小区业主可以优先
入学，剩下名额再对其他学生就近开放。

潘见告诉记者，这类学校是由开发商建设并与知名中小学联合兴
办的分校区，教育部门在学籍划片时会将小区划进去，有利于业主就
近入学，所以成为许多购房者买房时的重点考虑对象。

名校“挂牌”楼盘“揽客”
名校能这样建“分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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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中小学的入学名

额是“稀缺资源”，多少人

挤破脑袋都得不到。但一些

楼盘销售员却告诉你一条捷

径：买房，就可以就读名校

在小区里开设的分校。

近些年，这种“楼盘名

校”在不少城市火起来。然

而，许多人为让子女读名校

而购买高价房，随后却发

现，此名校非彼名校。

越来越多的楼盘选择把

签约学校作为宣传的重要砝

码，以此来提高自己楼盘的

形象。购房者在选房时，小

区有配套学校成为重要的加

分项，而如果小区能有名

校，即便价格高出预期，也

会有很多购房者咬牙出手。

那么，“楼盘名校”火

爆的背后，是开发商在玩猫

腻，还是名校在忽悠？

专家建议，对名校楼盘

有需求的购房者，在买房之

前一定要慎之又慎。或许置

业顾问跟你聊得天花乱坠，

但最终签在合同上的却未必

是一回事，认真看清合同，

才能保证自己花高价买回来

的权益。

买了高价房 进了“伪名校”
——“楼盘名校”背后的玄机

“双赢”

事实上，“楼盘名校”模式在一些城市相当普遍。有名校的楼
盘，其“学区房”就算高价，也不愁卖。

武汉市百瑞景小区就是这种模式的受益者。2011年，百瑞景对
外宣传，名校武汉小学将在此建立新校区，“购精装小户即可入读武
汉小学”。消息传出后，购房成交量明显增加，曾出现过数百人彻夜
排队购房的情景。

不仅销量，价格也随之攀高。2011年在此买房的武汉市民高先
生说，他买的一期精装房每平方米单价1.1万元，比当时周边类似商
品房贵 1000——2000元。据此计算，百瑞景小区总住宅建筑面积 96
万平方米，相比同地段楼盘，增加了一笔可观的销售收入。

对学校而言，这也不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首先是不菲的
“冠名费”。洪山区教育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开设金色城市小
学，这家开发商每年支付给华师附小两三百万元。

其次是高昂的学费收入。一位家长说，他孩子就读武汉小学百瑞
景校区，每年学费在 8000元左右，比公立小学高数倍。记者调查发
现，武汉大多数分校都是这一价格水平，而许多公立学校各种费用加
起来不到千元。

此外，名校自身也有校区扩容的需要。武汉一位资深小学教师
说，多数中小学都位于中心城区，由于历史原因，校区面积狭小，特
别是知名学校更面临此类困扰。地产业内人士称，房地产开发商引入
名校资源，通行的办法是捐校舍。

楼盘销量猛增
学校冠名赚钱

在利益驱动下，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开发商看到这一增加销
量提升价格的“招数”，纷纷与知名小学合作建设分校。在热火朝
天的“联合共建”背后，捆绑的是商家与学校两家的经济利益。

记者了解到，武汉小学百瑞景校区，对外名称是武汉第一寄
宿学校，其实是武汉小学参与建设的民办学校。尽管与武汉小学
是相同的教学管理模式，但家长告诉记者，两校师资并不完全一
样。

类似的情况是，华师附小在多个楼盘都开设了分校，有的是
民办性质，也有的是公办性质。华师附小向分校输出相同的教学
管理模式并委派核心管理人员，但师资则是从社会上招聘。

另一方面，“楼盘名校”入学名额不能满足需求。
洪山区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说，为了短期利益，一些开发商开

设分校的规模并不大，只能解决有限的就读人数。刚开始时，这
种矛盾并未凸显，开发商借名校之名迅速高价卖房，但大部分业
主入住后，名额不足、分布不均的矛盾开始暴露，而楼盘已售罄。

不少大型小区都面临着适龄儿童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规模的问
题。除了金色城市小区，百瑞景小区的销售人员也告诉记者，楼
盘共六期，后几期的业主就遭遇了招生名额限制。

对此，武汉金卫律师事务所主任宫步坦认为，规划部门应在
审批阶段严格把关，对于建设小学幼儿园规模偏小的楼盘，应要
求开发商建设相应体量的学校。并增加学前及中小学校教育用地
的规划设计；同时，教育部门要抑制中小学与房企合作开设分校
的冲动，对社会办学规模、教学管理等进行监督。

花了大价钱，
进了“伪名校”

家长热追名校楼盘，很容易造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市场假
象：明知名校楼盘最终会因教育资源拉高购房成本，但购房者还是
要顶着高房价压力抢购有名校资源的楼盘。

我们姑且不忙看这些楼盘是否真能为业主提供良好的教育资
源，先看这些名校楼盘抢手的供给必然：望子成龙的心态，让名校资
源注定成为稀缺品；“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广告词，更成为
家长们前赴后继高价购买名校楼盘的强劲动力。

在教育资源不均衡这一深层次原因无法短期解决之时，一些家
长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优质的教育，而这种诉求却为开发商提供了

“钻空子”的机会。
于是，原本相对公平的供给制度，因为开发商对名校资源的把

控，让这种资源供给体系变得扭曲，家长们也迫不得已通过购买楼
盘，来赢得为孩子搭建“高起点”平台的机会。

其次，我们再看名校楼盘是怎样利用名校资源来打牌的：第一
种业内叫加盟，本质上是花钱买的名校的牌子，建一个分校。这类
分校只有校长等个别高层教职员由名校本部派出(或者培训)，其余
教师均为后期聘请；第二种则是真真正正的直营，与名校总部共享
教育资源，分校和本部老师定期轮岗，学生也有到本部就学的机会，
但很多名校指标都会遭遇时效限制；第三种就是干脆偷换概念，把
附近楼盘的名校资源为我所用，房子卖完了再说规划审批有变动，
都是教育部门的错。

话说到这里还想说的是，好多名校通过和开发商联建的方式，
招生量惊人。比如一些中学，一个年级高达40甚至60个班级，相当
于以前一个学校的规模，师资想来令人担忧。所以孩子即使挤进去
了，能获得多少资源，有多大的意义，这些都是问号。

热追名校楼盘
小心“水中捞月”

媒体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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