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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购”放开后
买房者一定受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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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大妈“暴走”
考验城市管理智慧
□毕晓哲

□济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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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杂谈

记者 10 日从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及多个在售楼盘核实了解到，自

10 日起，济南市实行了 3 年多的商品房限购政策正式取消，居民今后购买新建商品

住房和二手房不再需要开具限购证明。（7月10日新华社）
如此“坦率”、旗帜鲜明地表明取消限购政策的，济南当属“第一家”。但只干不说、

或是干了也不承认的，明里暗里的恐怕有一堆。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取消限购政策的

吁求强烈。“限购令”该不该实行，我们权且不论。在此，笔者想探讨两个现实性的问题：

一是，取消“限购令”能否如地方政府所期，能引发楼价反弹，重振地产业？我

的观点是，除了刚性需求，再指望有更多的热钱投入楼市“炒房”，恐怕已不现实。

理由起码有三个：一者，除了北上广等一线个别城市，大多城市的居民手里的空置

房与开发商手里的存量房难以估算，炒房风险是可预期的。二者，可算的一笔账

是：百万元买一套房，在一般城市，一年收取的租金估计也就是 3、4 万元，但百万元

即便是放在银行，一年的利息恐怕远远高于房租。三者，一个简单的经济常识告诉

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只涨不跌的商品，房价也是。今后，楼价增速缓慢甚至滞涨将

成常态，靠炒房致富已不靠谱。

二是，房产税呼之欲出。房产税试点的扩容乃至全面铺开恐怕势在必行。房

产税一旦推行，拥有多套房将是一种得不偿失的“累赘”，即便抛售，恐怕也要担负

不菲的税费——如此，限购政策取消后，一些人盲目、热衷购置多余的房产，一旦遭

遇房产税的“截杀”，叫苦的、倒霉的，注定还是老百姓。

楼市，已今非昔比。一些地方的商品房市场已经饱和，市民的消费观念日趋理性，过

去楼价年年蹿高的景象也难以再现。当然，作为地方政府，更需创新思想观念，淡化曾经

畸形的GDP和政绩观念，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力求新的利益增长点。而不

能单一地指望以“房市”救经济，并借此充盈地方财政，为GDP填写好看的数字。

非FEI CHANG DAO
常道

“你们千万不要学他们这些人。什么叫有良心没办法？！就应该提着乌纱帽去保
护这个良心！”

——某高校一系主任邀请学者于建嵘去演讲，这位系主任告诫讲台下的学生，因为

体制原因，法官违背良心办案，无可厚非。于建嵘打断了系主任，说出了如上这番话。

“拍照不是派出所应该干的活，干不好就交给市场来干。”
——“我身份证上的照片太难看了，简直没法让人看”，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抱

怨。时评人岳建国认为，提升办证服务质量的唯一途径就是市场化。

××挺住，是几个意思？

我们可爱的球迷，冒着上班委

靡犯困遭批挨骂的风险，红着眼睛

守在电视前，一路看来一路喊，挺

住，挺住，结果被喊的球队都没有

挺住，自己倒是一场不落看完了所

有比赛，励他的口号完全变成了自

励！“挺住”就是喜爱，就是支持，就

是声援，当然也有几分恶搞与戏

谑。@新京报

“正在调查”不能成为官方对
舆论的万能回复

一次次的“正在调查”，往往遮

住的是对公众参与监督的怯弱，隐

藏的是官官之间利益的博弈，代表

的是情与理矛盾的妥协。而在“调

查期间”，某些主角官员想必不会

忘记“活动活动”，力图实现调查结

论与处理意见对自身影响的最小

化。@红网

每晚七点半，原本冷清的徐州云龙湖

珠山景区开始沸腾起来。广场舞大妈三

人一排，整齐的队伍，着装统一，豪迈的步

伐，伴随着广场舞激昂的音乐，大步向前

暴走。每天参与暴走的有上万人。暴走

团经常占用机动车道，干扰正常交通，和

车主发生矛盾。(7月10日《现代快报》)
广场舞大妈跳广场舞或“暴走”，均属

于公民个人权利，但有时候实现个人权利

的边界把握不好，反而会严重影响到他人

正常权利，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

被公众舆论热议也引发一些地方民众情

绪激烈对峙的“广场舞”如此，日前在徐州

云龙湖珠山景区出现的“暴走”大妈现象

同样如此。

大妈们集体在城市道路上“暴走”现象

必须妥善解决，但采取“禁止”的方式显然

行不通。城市管理者可以采取“疏导”的方

式，在不造成噪音污染和侵占道路的情况

下，可以适度和有限度地放开部分城市道

路空间，允许大妈们“暴走”；另一方面，针

对部分大妈“暴走”过程中涉嫌的违法占

道、闯红灯等问题，应及时制止并绝不姑

息，该处理处罚的一定要依法办理。

只有真正给“暴走”大妈们立一下“规

矩”，让这些踊跃“暴走”的大妈真正知道

什么时间“不能走”、什么路段不应该

“走”，什么样的“走”是违法的，是必然会

受到法律处罚的，才能实现未来的“暴走

大妈”们“规范地走”、“规矩地走”。如此

这般，从“细节管理”入手，才能让“暴走”

大妈不会演变成另一种被人侧目的“扰民

的广场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