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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租房供地
嘗試由賣改租

國土部：樓市調控第三波啟動
指向土地市場 京深或納房產稅試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逸 上海報道）國土資源部下屬中國

土地勘測規劃院17日發佈報告稱，一系列市場態勢表明，調控

政策需進一步收緊。報告還指出，隨國土資源部於去年12月發

出《關於嚴格落實房地產用地調控政策促進土地市場健康發展

有關問題的通知》，全國樓市第三次調控序幕已正

式拉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21世紀經濟報道》：根據國家統計
局發佈的數據，三亞市2010年房價同比上漲43.3%，位列
全國城市房價漲幅第一；海口市房價同比上漲35.5%，
位列全國第二；岳陽房價同比上漲15.6%，排名第三。　
中國房地產業協會秘書長苗樂如表示，從2010年4月

份「國十條」出台以後，一線城市房價上漲勢頭減
弱，說明執行政策到位，當前部分二三線城市執行調
控政策不到位，高房價向二三線城市蔓延。

去年房價漲幅
三亞全國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日報》報道：北京今年主

推的公租房將可能改變土地出讓金「一交70年」的狀
況，轉而進行土地「年租制」試點，供地方式「由賣
改租」。市國土局局長魏成林日前透露，今年的保障
房供地方式將更加多元化，特別是公租房項目用地，
將採取劃撥、協議租賃、招拍掛租賃等方式。
保障性住房用地出讓由賣改租實行土地年租制，

即開發企業無須一次性交齊70年期限的土地出讓
金，而是按一定年限支付佔用土地的租金，從而緩
解投資壓力。

全國地價現「年末衝刺」

■三亞市在建的某居民小區。資料圖片

2010年4月及9月，中央兩次加大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
力度，從供給與需求兩方面 手調控市場，加快增加住
房供給的同時，實施差別化的信貸政策抑制需求的持續
膨脹。這一連串動作，被外界稱為史上最嚴厲的調控組
合拳。

政策未阻房價全年上漲
但政策巨手卻未能扼住房價上漲衝動。報告指出，在

抑制性調控政策下，房價持續上漲預期依然較強。商品
房及住宅價格在短期下調後漲幅回升明顯，地價增幅亦
較高。同時，全國房地產市場呈現量價齊升局面。來自
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範圍內，去年
1-10月商品住宅成交量同比增7%，全國商品住宅銷售均
價則同比上漲8%。國家統計局監測的70個大中城市新房
成交價格指數亦顯示，重點城市住房價格2010年全年始
終處在上升通道。

三次調控拿土地開刀
報告還指出，房地產市場對土地市場的引致效應明

顯。去年1-11月，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完成土地購置面

積3.61億平方米，
同比增長33.2%，
土地購置費8,931
億元（人民幣，下
同），增長77.9%，
土地市場競爭激
烈，居住地價上漲
的勢頭依舊不減，
甚至不少城市再現
「地王」現象。

在此情況下，
2010年12月19日，
國土資源部發出
《關於嚴格落實房地產用地調控政策促進土地市場健康發
展有關問題的通知》，意在表明國家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
決心，也拉開了三次調控的序幕，由此，土地市場後期
態勢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劇。如今，重慶、上海兩地的房
產稅試點已箭在弦上，另有消息稱，北京、深圳等地亦
將加入首批試點城市行列。

監測報告指出，2011年一季度，「十二五」開局和換
屆效應雙重影響，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加速，通脹預期
等對土地需求壓力仍較大。若國家調控政策能夠得到有
效落實，市場上流動性回收力度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給
量能夠有效釋放，百姓對房價大幅反彈的憂慮可能得到
緩解，支撐房地產投機炒作的非理性預期可能弱化，從
而有助於居住地價的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逸 上

海報道）作為房價高企的源頭，
土地市場在2010年末再度活躍上
行，地王頻現、交量攀升，各地
紛紛發起「年末衝刺」。
據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管理

司、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公佈的
2010年第四季度全國主要城市地
價監測報告顯示，當季全國主要
監測城市地價總體水平為2,882元
（人民幣，下同）/平方米，環比

增長率分別為2.53%、2.89%、
3.67%、1.08%，同比增長率分別
為8.62%、10.03%、11.02%和
5.29%。
分析指出，全國地價總體水平

呈上升態勢，商業、居住地價環
比增長率較上一季度進一步上
升，其中，綜合地價同比漲幅最
為明顯。除工業地價環比增長率
外，重點監測城市各項指標均高
於全國主要城市平均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鎮慶、周逸 上海

報道）作為2011年最有可能率先推出的調控
政策之一，房產稅被外界稱為抑制房價的
「核武器」。重慶、上海市府先後表態，已做
好房產稅試點的準備工作。但普通市民對房
產稅卻有另一層擔心。據中國青年報一份調
查報告顯示，92.9%的受訪者表示房產稅將影
響自己的購房或住房計劃。其中45.9%的人表
示會「暫緩購房」，24.9的有房者將「不再買
房」，12.1%的無房者「會買面積更小的房
子」，10%的無房者選擇「租房住」。

滬房產稅針對超面積新購房
另一方面，上海市市長韓正昨日在市人代

會上首次公開房產稅試點方案部分情況。他
表示，上海方案將針對超過一定人均面積的
新購住房徵收一定比例的房產稅，但並未透
露具體徵收時間及相關標準。
中國房地產信息集團分析師薛建雄表示，

韓正是次表態傳遞出兩個重要信息。首先，
滬版房產稅徵收將以面積為主要衡量指標，
而不是一度風傳的住宅均價或總價；其次，
與重慶市的試點方案不同，上海將僅對增量
房進行徵稅，存量房不列入徵收對象，也就
是常說的「新老劃斷」。

■內地樓市調控政策未能有效遏制房價，購房者左右為難，觀望情緒濃厚。 資料圖片

■韓正首次公開房產稅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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