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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兰州、南京等城市先后对楼市调控政
策进行调整，其中有关限购规则的部分引发海内
外广泛关注。有观点认为，中国部分城市对限购
政策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松绑”，表明中国楼市调
控已出现基调转向、“拉抽屉”等问题。对此，专
家指出，部分地方楼市政策调整属于对前期政策
中刚性、粗糙部分的适时修正。在“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已成为全社会强大共识的
背景下，中国楼市从严调控的基调不会改变、长
效机制建设的步伐不会放慢、防范和化解风险的
决心不会动摇。

放松限制引起关注

2018 年伊始，部分城市对楼市调控政策进行
了调整。具体来看，这一波调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将“一刀切限购”变为“差别化限购”。例
如，兰州取消了对偏远区域的住房限购政策，放
松部分城区限购条件，同时在有过热倾向的城区
加码限售政策。二是定向放松以吸引优秀人才。
例如，南京重点针对优秀人才放宽购房条件，允
许符合条件的人才先落户再就业。

分析人士指出，之前各地推出的房地产调控
措施略显粗糙，很多规定带有“一刀切”色彩，
有些还是临时照抄其他城市的调控措施。随着楼
市调控常态化，一些地方势必会结合本地情况对
楼市调控措施进行细化与优化。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
兰州楼市的过热主要集中在市区，一些郊区及偏
远地区的新房库存则较高，对相关区域变“限
购”为“限售”，既去库存也防范炒房，具有积极
意义。中泰证券则分析认为，定向放松限购是部
分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高或人才流出压力较大的
二线城市引进人才、维持楼市平稳运行的手段。

在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顾云昌看来，当
前部分城市政策调整没有越过“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红线，符合分类调控的
要求。顾云昌认为，以往调控更多是从需求侧着
手，未来将更加重视供给端调控，调整住房供应
数量和结构。

微调不必过度解读

那么，部分城市调整政策是否意味着中国楼
市调控主基调发生变化了呢？多位业内人士指
出，中国楼市长期存在房价总体偏高与结构性失
衡并存的问题。前者推升了实体经济成本，削弱
了家庭消费能力以及生育意愿；后者影响着城镇
化进程和质量，制约着地方政府财力。因此，楼
市从严调控、长期调控的基调不会改变。

平安证券分析认为，中央明确强调要保持房
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未来
虽然不排除更多城市对楼市政策进行适度微调，
但期待全面放松或大幅度放松仍不现实。海通证
券也预计，限购限贷政策仍将是影响一、二线城
市需求的主要因素，这些调控政策有很大概率会
持续下去。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丛屹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指出，同一种调控政策纵向上不可能
从头到尾起作用，横向上也不可能对所有城市都
起作用，因此才要因时而动、因地制宜、因城施
策。重要的是，分类施策必须殊途同归，共同的
目标都是实现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近期调整楼市政策的城市，基本上不属于涨
幅过快的一线和强二线城市。这些城市一方面依
然面临一定的去库存与城镇化压力，另一方面也
需要在城市竞争中留住高层次人才，所以需要对
原有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若对此过度解
读，认为中国楼市调控基调改变或反反复复‘拉
抽屉’，则显然是以偏概全的。”丛屹说。

遏制炒作将长期化

对于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危害，国家信息
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指出，高房价加剧了
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影响到城市化进程
及居民的其它消费。祝宝良认为，刺激房地产市
场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并带来财政
收入增加，但却推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成
本，反而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事实上，住建部对 2018 年工作进行部署时也
强调，坚持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
长效机制，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
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
续严格执行各项调控措施，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
风险。住建部指出，要针对各类需求实行差别化
调控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
投机炒房。

“楼市调控的核心目的，就是要让房屋回归居
住属性。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
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其实，‘租购并举’就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要不断落实的长效机制。目前，很多地方
正在积极构建长期住房租赁市场，一些房地产企
业也开始转变以往的开发模式，大举布局租赁市
场。这些，都意味着中国楼市正在发生积极的结
构性变化。”丛屹说，未来，如何确保“租购同
权”将成为各地的重要命题，从而与“限购”“限
贷”“限售”、财税等手段共同构成系统性的楼市
调控体系。

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举行
中国经济有望“多稳”运行

本报北京1月14日电（记者李婕）“展望 2018 年，我国经济
有条件继续保持在中高增长平台平稳运行。”在13日于北京举办的
第九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
示，2018年是创造良好条件开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之年，经济运
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
将为经济工作重心更多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本届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中
国经济新闻网和国研经济研究院主办，论坛主题为“新时代的中
国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
圩、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
阻分别作了主旨演讲。

中国经济前瞻论坛已连续举办八届。论坛定位于经济形势分
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最新政策解读与发展对策研判，具有较强的
前瞻性和针对性。

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日前在山
东青岛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会展经济
国际合作论坛上表示，2017年展览经
济直接产值预计超过 6000 亿元人民
币。

经贸类展览占比达98％

此次论坛上发布的 《中国 2017
展览经济发展报告》 显示，2017 年
我国展览业呈现数量稳步提高、规
模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据不完全
统 计 ， 全 年 国 内 共 举 办 4022 个 展
览，展览会总面积约为 13470 万平
方米，其中经贸类展会占全部展览会
数量的98％。

《中国 2017 展览经济发展报告》
指出，出国展览增速虽然放缓，但整体
规模保持增长态势，全国 100 家组展
单位共赴 70个国家举办展览会，参展
1549 项，比 2016 年增长 3.82％。同时，
我国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展稳步

提升。全国 88 个组展单位赴 33 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参展 628项，较 2016
年同比增长4.3％。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锦珍在论坛
上介绍，2017年我国展览经济直接产
值预计超过 6000 亿元人民币，对经
济拉动作用明显。

王锦珍说，“展览具有产业联动
效应，能显著拉动周边行业效益成倍
增长，不断积聚商贸人气；具有增强
国际交流的作用，是构建现代化市场
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平台。”

面临“大而不强”的困境

与会专家指出，虽然我国展览数
量、面积和展馆数量都已经位居全球
首位，但是“大而不强”，缺乏品牌
和标准，需要朝着市场化、专业化、
国际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努力。

王锦珍说，在发展初期，政府
对展览进行支持是必要的，需要政

府支持搭建平台，建立与外界的联
系沟通渠道，打出自己的品牌和影
响力。但是随着展览的不断发展壮
大，需要逐步市场化，一方面政府
要逐步退出，另一方面展会组织方
要建立适应市场发展的标准和组织
管理体系。

国际展览业协会主席科拉多·佩
拉博尼说，中国展览的国际化程度可
以更高一些，在邀请更多国际企业和
组织来国内参展的同时，中国组展单
位可以更多“走出去”，这样可以更
好地发挥展览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实
现与全球同行业的交流碰撞。

促进“精耕细作”式发展

王锦珍、科拉多·佩拉博尼和独
立组展商协会执行理事大卫·奥伦等
专家指出，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实现更加全面、更有质量、更可持续

的发展，是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
标。会展业也应转型升级，推动产业
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不断增强创新力和竞争力。

王锦珍说，我国会展业界要把握
新趋势、新动态，加速市场化、专业
化、国际化、信息化进程，深化国际
交流合作，着力构建质量型、差异化
竞争格局，促进“精耕细作”式发
展。

专家建议，我国会展业界要进一
步加快服务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
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培育新的会展业
态，使会展产业在带动经济增长、扩
大市场消费、促进经贸合作、增加社
会就业、推动城市建设等方面发挥更
为重要的作用。

（据新华社青岛电 记者张旭东）

楼市调控不会“拉抽屉”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展览经济还有多少潜力可挖

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本恢复到合理区间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姜琳） 记者 1月 13日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18年理事扩大会上获悉，经过两年的持续推进去产能，钢铁行业
产能严重过剩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基本恢复
到了合理区间。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靳伟介绍说，2017年，我国钢铁市场环
境明显改善，钢材价格合理回升。12 月末，钢材价格指数为 121.8
点，同比上涨22.4％。企业盈利能力增强，行业效益明显好转。

前11个月，会员钢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35万亿元，同比
增长35.1％；实现利润1578亿元，较去年增长3.6倍；企业平均销售
利润率4.7％，提高了3.2个百分点，河钢等一批企业净利润超过100
亿元，一些长期亏损的企业也实现扭亏为盈。

“虽然两年来化解了超过 1.15 亿吨的产能，清除了‘地条钢’，
去产能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基础还不牢固，特别是‘地条
钢’死灰复燃、违法违规和一哄而上建电炉等，极有可能吞噬去产
能成果。”靳伟说。

他表示，由于行业效益明显好转，企业融资环境有望改善，一
些企业又萌生了产能扩张的念头。当前产能过剩的矛盾依然存在，
尤其要警惕新一轮产能扩张的冲动。

图为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拍摄的一处新建小
区。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图为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拍摄的一处新建小
区。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1 月 14 日，江苏大
学来自荷兰、加纳、塔
吉克斯坦、牙买加等国
的留学生走进镇江市杨
家门社区，在书法家的
指 导 下 学 写 春 联 和 福
字，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图为留学生在
学写福字。

石玉成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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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以产业融合促乡村振兴
据新华社贵阳1月14日电（记者李平） 依托绿水青山、田园

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贵州将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娱乐体验、
养生养老等农业新业态，着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
进乡村振兴。

贵州近日印发 《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施意
见》，到2020年，贵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总体水平将明显提升，全
省农产品加工率达到50％，乡村旅游年接待量突破1.5亿人次，收
入达到 1000 亿元以上；并建设 1000 个乡镇农村电子商务孵化园

（物流园） ＋创客中心。

农历狗年春节临近，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邀
请彩灯制作艺人，将世界各地名犬用中国传统彩灯工艺制作成形
态各异、大小不同的“生肖狗”进行展现，形成土苗山乡“百狗
闹春”迎新景致。图为人们在宣恩县城区贡水河畔观赏“生肖
狗”。 宋 文摄 （人民视觉）

国际冰雪旅游节开幕
1月13日，中国·乌梁素海第二届国际冰雪旅游节在内蒙古巴彦

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开幕。本届旅游节持续至3月2日，将举
行冰雪雕展览、民族服饰展演、冬季渔猎、冰雪娱乐体验等活动。

图为牧民们在冰雪旅游节开幕式上展示民族服饰。
王 正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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