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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者心态面面观：

买还是不买
年初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再次加力让

201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前景变得扑朔

迷离。在中央坚强的调控决心下，房价

会不会回落，楼市会不会降温？成为许

多准备买房者心中最大的疑问。一面是

限购、信贷收紧、房产税试点等政策的冲

击；另一面是通胀压力加大、股市低迷的

现实经济环境……在充斥着各种各样变

数的房地产市场，房子究竟要不要买成

为购房者面临的大问题。

疑问一：
“是不是要等房价回落后再买？”

在江西南昌工作的涂华最近有点

烦，上个月底，他刚刚签了购房合同、付

了买房的定金，第二天国务院常务会议

就出台了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八条措施。

“这回的调控力度确实很大，房价没

准儿就要降了，如果春节后房价真的应

声回落，那我现在买房真的亏大了。”在

政策出台的前一天出手买房让涂华相当

苦恼，基于对市场回落的强烈预期，他甚

至已经决定将定金索回，退掉这套房价

高点购买的新房。

疑问二：
“不买房，拿什么抗通胀？”

与涂华不同，在北京经营一家电气

设备公司的王明仍然决定在近期新购买

一套商品住房。“从去年物价的涨幅来

看，现在买房仍然是让钱保值的有效途

径。”王明告诉记者，现在通胀预期越来

越大，和其他的投资相比，对他而言买房

仍然是最保险、最让人放心的一种投资

方式，即便是房价出现了回落，自己也亏

不到哪儿去。

疑问三：
“报复性反弹还会来吗？”

北京的一位普通购房者告诉记者，

如果现在不买，今年的房价又没降下来，

那么以后买就更贵了。对于楼市“报复

性反弹”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根据以往

的经验，在调控措施出台后，经历了短

暂的市场观望，往往会出现积累的需求

集中释放进而导致楼市突然回暖的现

象。因此，对于此次调控，很多业内人

士都提醒，不仅要在政策上做减法，限

制投资、投机性购房，更要在需求上做

加法，加大普通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的

供应。同时，切实加强对市场的监管，

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稳定、健康，而

不是忽冷忽热。

疑问四：
“保障性住房何时保障到我们？”

“如果我能租到稳定、便宜的公租

房，那么短时间内就不会考虑买房了。”

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晁啸告诉记者，

对于只身在北京闯荡，没有什么积累、短

期内无法买房的自己而言，最大的愿望

是能够进入住房保障的覆盖范围。

保障性住房能否在今年，甚至在未

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许多业内专

家看来，最关键的问题仍然在于政府在

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时的执行力。

据新华社

社科院报告指出：

今年国内房价可能下降
以往每年春节，大量外地人都会到海南度假看房，尤其在2010年初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政

策颁布后，海南楼市一度量价齐升。但2011年的春节，即使开发商推出赠送装修等优惠措施，海南

楼市依然低迷。无独有偶，杭州楼市行情也陷入低迷，主城区连续多日出现零预订的现象。

春节楼市“旺季”不旺，2011年全年的行情又会如何？7日上午，记者从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

版社获悉，由该出版社最新出版的2011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2011

年，房地产价格可能下降。

春节前夕，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度推

出八条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随后，上

海、重庆公布了房产税试点暂行办法。

新政的出台给房地产市场带来

不小的压力。报告预测称，只要政

策方向不出现逆转，2011年房地产价

格整体震荡向下的概率较大，也就

是说有望下降。

另外，除了政策对房价上涨的坚

决遏制外，从供需关系看，房价也不具

备大幅向上的可能。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曹建海近日表示，2011年第一、二季

度之后，房价上涨到顶出现拐点、年底

确立下跌趋势。

预测 2011年年底确立下跌趋势

对于2011年房市走势，专家分析

认为，2009年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长

26.2%，新开工面积增加 6.75 亿平方

米，同比增长53%。

而2010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增长38.1%，房屋新开工面积 8.05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67.9%。这一时期

的投资和新开工面积都对2011年形成

较强的供给。

而在需求方面，由于对二套房及

以上的信贷控制还非常严格，能够继

续有效遏制非自住需求，同时，2010年

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全年开工建

筑面积达1.68亿平方米，将分流商品

房市场的一部分刚性需求。因此2011

年房价会出现下行趋势。

另外，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严厉的

房地产调控政策，由于多方利益的

盘根错节，抑制房价上涨的宏观调

控难度和周期将大于预期。随着新

一轮调控政策的出台，2011年房地产

业仍将处于调整阶段，房地产市场

交易趋于清淡，更多购房者进入“观

望等待”大军。

分析 刚性需求减弱多数人将观望

记者了解到，近两年的房地产相

关报告对房价走势进行预测都离不开

“调控”二字，调控力度不大，房价很可

能就会上涨，且上涨幅度会很大。

报告特别指出，2011年房地产价

格整体上震荡向下概率较大的前提是

政策方向不出现逆转。

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2011年《经

济蓝皮书》也指出，如果经济增长，调控

放松，那么房价将会恢复性反弹，价格

可能上涨20%~25%，甚至会更高。

有关报道显示，2010年前3个季

度全国仅30个纳入统计的城市，土地

出让收入 就高达9000亿元，比上年增

长70%，该成本必定会摊入房价。

调控 房价涨或跌看调控力度大小

专家 遏制投机性需求要坚持一贯政策

专家指出，国务院对商品住房价

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地区遏制

投机性需求的政策必须坚持，不能让

调控前功尽弃。

另外，要有效抑制过快增长的房

价，必须积极增加有效住房供给，充分

考虑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和居住成

本，重点保证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

商品住房和限价商

品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经济适用住

房、廉租住

房的供给。

此外，还要根据住房供求和房价

运行情况，科学合理地调节房地产用

地供应量，把土地供应作为对房地产

市场调控的重要手段。

对于住房供应紧张、房价偏高、

上涨偏快的城市，要适度增加住房

建设用地 供应总量，并积极探索一

线城市城乡接合部集体土地 的供

给机制。

据《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