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2014年7月2日 星期三 财经视野
责编：梁益琴 邮箱：hwbjjb@sina.com

聚焦

市 场

观 察

音
声声

楼市疲软引发市场担忧

随着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越
来越大，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引发外
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经济
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楼市的低迷更
是加剧了海外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

在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威廉·布
特看来，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风
险，而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是其中一
个，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信贷
泡沫被挤出，另一个是与房地产相关的
建筑业活动显著下滑。

瑞银财富管理北亚太区首席投资总
监浦永灏则表示，中国房地产泡沫已开
始破裂，当前三四线城市供大于求非常
严重，一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此前，
将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主要引擎的政策
失之偏颇，力量太大反成经济拖累因素。

而对于今年中国经济增长能否完成
7.5%的既定目标，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

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有一定难度，一方面
国内房地产投资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国内
资金成本过高。目前由于市场还是担心资
金成本会再次走高，同时还担心未来利率
市场化的提速会推高资金成本，所以市场
信心的缺乏会导致经济持续下行。

对经济整体影响不大

尽管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容乐观，
引发了外界普遍担忧，但就此夸大楼市对
中国经济影响的观点仍然站不住脚。

“楼市疲软，房价下滑肯定会对GDP
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中国房地产
学会副会长陈国强对本报记者表示，中
央政府肯定也会考虑到楼市低迷对经济
发展带来的影响，所以强调通过棚户区
改造、加大保障房投资发展力度等措施
来对冲楼市下滑所可能带来的影响。比
如北京加大了保障房建设的规模，全国
整体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棚户区改
造和保障房所占比例还不算太高，因此

对冲效应体现的可能还不是很充分。
“在中国我们看到一些房地产和地方

债的风险，但是对等的，中国政府有足够
多的财政手段去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珀森表
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并不是泡沫，
而是估值过高。由于中国人的杠杆率比
较低，他们所持有的开发商资产的份额
是相当有限的，因此不会出现像西班
牙、爱尔兰和美国这些地方对经济这么
大的破坏力。

“今年楼市由于种种原因注定是一个
调整之年，但是如果由此断定楼市即将发
生崩盘，出现断崖式下跌，这样的结论言
过其实。”在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
虹看来，高基数、低预期、信贷收紧成为了
影响2014年房地产市场的三大主因，但中
国目前住房市场中的需求总量仍然很大，
市场健康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

楼市年内还会反复寻底

事实上，由于一二线和三四线楼市
出现分化，各地房价调整的程度不同，
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完全一样。陈国强表

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本身的产业
结构、产业布局比较成熟，对当地财政
来说来源比较多元化，经济整体基础比
较好，房地产成交量的下滑对当地的影
响不会那么明显。而一些中小城市，对
房地产的依赖的确比较明显，楼市的繁
荣与否对当地财政的影响则相对较大。

对于一些房价仍然较高的城市，楼
市调整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
反复寻底的过程。“上半年楼市的疲软主
要体现在成交量的下滑上面，下半年特
征可能会有所变化，体现在价格的松动
上。”在陈国强看来，有些地方的楼盘价
格可能会跳水，通过降价促销来刺激成
交量的回升。如果有更多的房企采取以
价换量、随行就市的策略，再加上相比
于上半年更宽松的信贷政策，伴随着成
交量的回升，房价底部可能很快就能显
现出来；但是如果市场仍是抱着观望的
态度，房企也不采取回笼资金的措施，
那么楼市的调整期可能会更长一些。

“我们对当前以及中期房地产市场还
是有信心的。”秦虹表示，未来城镇化的
发展，稳定的经济增长以及消费结构的
升级，仍将为房地产市场发展提供空
间。而未来的发展将从过去单纯注重数
量的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

题图：重庆市民在房交会上选楼盘。
新华社记者 陈 诚摄

【改革明确“施工进度”】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
动全身。由于政府职能的行使都必须借助于财政职能的
履行才能完成，因此首先进行政府“钱袋子”的改革配
套，对于经济领域千头万绪的改革工程而言则起到了

“奠基”的作用。
此次政治局会议表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

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
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
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二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
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
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
系，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三是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
间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
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
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
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看来，这次
方案的最大亮点在于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给出了明确
的时间表，侧重于具体操作层面。他分析称，“在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领域当中，财税领域应为较早出台总体方案
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收支覆盖所有领域，其制度变革
一方面能支撑其他方面改革，另一方面也可为其他方面
改革创造条件。”

【重在规范财权事权】

“政治局会议公布的这次财税体制改革，对于建立一

个现代的财政体制来说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中央财经
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现代财政体制也就意味着未来预算管
理会更加规范透明、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之间分
配更加合理。

专家指出，以往由于财税体制中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
不相匹配，造成地方政府经常会有“跑部钱进”的行为，因
为除了分税制给地方政府提供一部分资金外，相当一部分
资金是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给地方政府提供。此
次改革的意义也在于重新分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税“蛋
糕”，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利进一步和地方所承担的公
共事业、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权利相互适合。

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牵一发动全身的硬仗，这个
“硬”的含义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看来就是
要转变政府职能。“中国未来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命运关键
就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充分调动市场的活力。如果地方
政府还是在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下面，过度从追求事权
的过程当中实现自己政绩的话，就可能会利用现有的灰

色金融体系来解决政府缺少的资金问题。所以中央财税
体制一定要改变，要让所有政府支出在阳光下透明，接
受所有纳税人的监管，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
现代预算制度，解决过去地方政府先盖楼、后倒逼中央
政府掏钱的顽疾，建立硬约束的体制。”

【明确地方举债责任】

今年以来，地方债务的风险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
专家指出，以往由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使得
地方政府一旦出现资金缺口就只能发债，否则就需要搞
地方融资平台，通过各种渠道来融资。但由于缺乏监
管，使得地方债务管理无序。此次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就是要通过改革为防控风险提供长效机制，通过制度变
革把风险压至最低。

“此次给出的改革纲要里明晰了地方政府的责任，避
免了引起经济上混乱的情况。过去地方融资平台这种政
策工具有很多缺陷，由于它的不透明也会产生严重的道
德风险，按照现在的改革方案，接下来地方债肯定不会
像以前那样依赖地方融资平台，会用比如发行地方债券等
更合适、也更有市场约束力的工具来进行。”乔宝云对记
者表示。

“以前地方政府这类举债融资平台都没有放进预算里
面管理。未来的改革方向应是地方政府可以更加灵活地
吸收社会资金参加经济建设，比如让社会资金发挥更大
的作用。由于目前我们仍然没有比较完备的地方政府破
产机制，因此要防范地方政府发债的道德风险，不仅需
要预算约束，还需要上级政府、人大、市场等多角度的
约束机制，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财税监管机制。”乔
宝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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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小苑

今年以来，随着中国楼市下行趋势逐渐
显现，外界不断发出有关中国楼市崩盘的论
调，担忧房地产疲软将拖累经济的声音也越
来越多。专家认为，楼市步入调整期是在经
历10年高增长之后的理性回归，将有利于中
国经济结构向更高质量增长进行调整。楼市
调整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房价不会出现断崖
式下跌，因此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显著影响。

明晰地方责任 实行有效监督

理顺财税体制可遏制滥举债
本报记者 宦 佳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在万众瞩
目中落地。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标
志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有了明确的政策方向与
完成时间。专家指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事
关长远的制度创新，打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头炮，对于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完善地方政府
举债监管等问题都具有深远意义。

7 月 1 日，沪汉蓉客运专线全
线开通动车组，标志着铁路东西
沿江快速大通道真正形成。宜万
铁路地处湖北西南山区和重庆境
内，全长377公里。桥梁隧道总长
度 278 公里，有 159 座隧道 253 座
桥梁，占线路总长度 74%，是世
界上施工难度最大的铁路之一。

图为一辆动车经过宜万铁路
宜昌铁路大桥。

朱 敏摄 （新华社发）

国开行将再次发行金融债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刘铮） 国家开

发银行 1 日发布公告，将发行一只 1 年期金融债
券，于7月4日至10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柜台和银
行间债券市场同时发售。

这是国开行继今年 5 月试点发行 20 亿元柜台
金融债券后，再次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向社会公众
提供债券产品。国开行将于7月4日面向承销团招
标确定票面利率，并向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者发
行总量不超过 60 亿元该金融债券。7 月 7 日至 10
日，这只债券将通过农行电子渠道及境内营业网
点向客户平价发行。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扩大柜台债券业务的统一
部署，今年5月，国开行率先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向
公众发行20亿元金融债券，吸引了个人及非金融
机 构 投 资 者 踊 跃 认 购 ， 其 中 个 人 认 购 比 例 达
77％，单一个人最大认购额达2500万元。

●自住型商品房有望推向全国

自住型商品房打消中低收入阶层追涨房价的
预期，对100平方米以下户型的房价有很大的抑制
作用。现在的关键是各地地方政府愿不愿意放弃
土地财政。另外，全国现在多地房子已经供给过
剩，地方政府如果愿意，可以把现在已经盖好的
商品住房买过来改造成自住型商品房，把已有的
房子充分利用起来。这个政策在全国推广，第一
完全有必要，第二完全有条件。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说。

●定向投放仅为过渡性政策

虽然通过央行定向投放可以短期内起到应急
之功效，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如不透明、选择性
强、回归行政手段、财税金融混淆、央行从最后贷款
人跃升为第一贷款人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
与市场化的改革路径不匹配，因此只能作为临时性
与过渡性的措施。从长远来看，减少货币政策越俎
代庖行为，只有协调推进改革，才能使市场化的货
币政策发挥最大作用，是化解困局的最有效之法。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说。

●存贷比调整将弱化影子银行

存贷比计算口径变化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
融资成本。而且单纯的贷存比指标的调整，并不
会让银行业因此就额外增加多少融资，但却能够
鼓励融资走“贷款”的正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弱化影子银行的发展动力。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
（宦 佳 房梦一辑）

三亚机场旅客吞吐量现井喷
据新华社三亚7月1日电（记者郑玮娜） 随着

三亚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中国最南端的民用机场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不断井喷，已连续3
年突破千万人次，旅客吞吐量平均年增长超过
20％，2014年有望达到1400万人次。

三亚是中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近年
来其航空市场发展迅速。凤凰机场于 1994 年 7 月
正式通航，最初几年机场运营长期处于亏损状
态。“从长期亏损到实现盈利，凤凰机场用了 10
年时间。”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兼总裁黄秋说，从通航到实现旅客吞吐量 250
万人次，用了10年；从250万人次到完成800万人
次，用了 5年；从 800万人次到突破 1000万人次，
仅用2年。

资 讯 快 递

为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2013 年起，新疆伊宁市建成了喀赞其民族手工业
基地，在吸引扶持一批民族小微企业入驻的同
时，解决了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培训和就业问题。
图为维吾尔族妇女祖丽皮亚在一家小型服装企业
从事缝纫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摄

伊宁：居民家门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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