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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之后的楼市会走向何方？
———三问房地产业发展走向

韩国检方２０日对“亲信干政”
事件核心人物崔顺实以及总统朴
槿惠核心幕僚安钟范和郑虎成一
并提起诉讼， 并在起诉书中明确
指出朴槿惠是共谋作案的嫌疑
人，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分析人士指出， 虽然受限于
宪法， 检方目前无法对在任总统
进行起诉，但作为总统，朴槿惠沦
为嫌疑人， 其领导的政府的威信
显然严重受挫。

面对咄咄逼人的检方、 汹涌
如潮的民意以及步步紧逼的在野
党，朴槿惠一周来频频主动出击，
但她要想重新掌控政局， 面临重
重困难。

朴槿惠开展反击
本周，面对“亲信干政”事件

持续发酵，朴槿惠频频出击，一改
之前的深居简出和谨言慎行，释
放出不愿下台的强烈信号。

朴槿惠１６日指示法务部 ，彻
查釜山海云台地标项目开发商涉
贿案， 此举被韩国媒体批评为试
图转移视线。 韩国检方本周初曾
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朴槿惠最

晚在１８日前接受调查， 但朴槿惠
将调查时间一拖再拖。 分析人士
称，朴槿惠是希望将调查拖至检
方起诉崔顺实等人之后， 以便根
据到时公布的起诉书， 来决定自
己的下一步对策。

另外， 青瓦台近日一改此前
的消极态度， 在官网首页显要位
置开辟谣言澄清专区，针对朴槿
惠在“岁月”号客轮沉没当天“消
失”７小时等热点传闻进行澄清。
种种迹象表明，朴槿惠希望向外
界显示其仍具有对内政外交的掌
控权，意欲挽回民心。

分析人士认为， 朴槿惠之所
以由守转攻，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看到在野党并未获得民众的广泛
支持。 盖洛普韩国最新民调结果
显示， 第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支 持 率 已 经 连 续 三 周 停 留 在
３１％，并未出现明显上升。

目前在野党阵营内部对于政
局的走向仍没有统一意见。 三大
在野党在是否应与总统会谈、总
理的推荐人选以及总统下台的具
体方案等方面仍有较大分歧。韩
国 《中央日报》１９日发表社论指

出， 在野党应尽快推出合理的方
案，收拾混乱的政局，如果只是寄
希望于民众的烛光集会， 这样的
在野党不具备执政资格。

掌控局势困难重重
目前， 韩国国内反对朴槿惠

的呼声高涨。 盖洛普韩国最新民
调结果显示， 朴槿惠的支持率已
经连续三周停留在５％， 高达９０％
的人对其执政表示不满。

１９日晚， 首尔再次出现要求
朴槿惠下台的大规模集会。 据组
织者称， 当天集会有约６０万人参
加。除首尔外，大邱、光州、大田和
济州等６０多个地区也出现了大规
模集会。

观察人士指出， 由于提名内
阁成员以及推进各项法案需要国
会批准， 在韩国目前朝小野大的局
面下，朴槿惠政府将举步维艰。即便
她坚持不下台，也很难摆脱困境。

前景扑朔迷离
未来韩国政局的走向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一方面，朴槿惠明确
表达了不会主动下台的态度；另

一方面，随着国会通过与 “亲信
干政 ”事件相关的特别检察法
案和国政调查计划 ，加之检方
在 起 诉 材 料 中 明 确 将 朴 槿 惠
列为嫌疑人 ，未来通过启动弹
劾 程 序迫使朴槿惠下台的可能
性正在增加。

然而，对于在野党而言，推进
对总统的弹劾程序并非易事。目
前韩国国会共计３００个议席中，在
野党及无党派议员有１７１席，要达
到弹劾案所需的至少三分之二票
数， 至少还要获得２９名执政党议
员的支持。而且，弹劾案即使经国
会审议通过， 最后还需要得到宪
法法院的最终裁决认可， 弹劾决
议才能正式生效， 审判过程最长
可达１８０天。

观察人士认为， 目前韩国政
坛形势纷繁复杂， 在野党和执政
党都没有明确对策， 随着未来调
查的深入， 可能有更多内幕被逐
一揭开。 即使在野党最终推动了
对朴槿惠的弹劾程序， 这也将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 韩国政局的混
乱恐将长期持续。

据新华社

检方直指朴槿惠 韩国政局何去何从
新华社电 一股强冷空气

正由北至南影响我国海域。 受
其影响， 20日开始， 我国海域
自北向南将出现一次大到巨浪
过程， 渤海湾、 莱州湾、 山东
半岛北部沿海也将出现一次较
强的温带风暴潮过程 。 国 家
海洋预报台20日早上发布风
暴潮黄色 、 海浪蓝色警报 ，
提醒沿海相关部门和个人做
好 防 潮准备及提前采取防浪
避浪措施。

国家海洋预报台预计， 受
强冷空气的影响， 20日下午到
21日中午， 渤海湾将出现50厘
米到160厘米的风暴增水， 莱
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
的风暴增水。 河北曹妃甸、 黄
骅和天津塘沽潮位站将于21日
上午出现达到当地黄色警戒潮
位的高潮位， 河北京唐港潮位
站将于21日早晨出现达到当地
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 河北
唐山市、 沧州市和天津市的风
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

我国近海将出现
大到巨浪区

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20日发布消息称， 11月
21日至12月4日， 人社部将举办
2016年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 据初步统
计， 各地拟举办现场招聘会177
场 ， 预计参会用人单位2.2万
家， 拟招聘人数50余万人。

据介绍， 该活动是人社部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部署、 统一
组织开展的， 面向高校毕业生
的专项就业服务活动。 自2003
年起， 已举办十三届， 今年是
第十四届。

据初步统计， 目前参加本
届服务周活动的各类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有160个。 有135家网
站举办网络招聘会， 预计提供
55万条岗位信息。 目前， 从网
络招聘会信息看 ， 涉及互联
网/电子商务 、 耐用消费品 、
贸易/进出口 、 网络游戏 、 计
算机、 通信、 媒体/出版/文化
传播 、 物业管理 /商业中心 、
房地产开发/建筑与工程 、 金
融业等诸多行业。

新华社电 近日 “沪港通”
开通两年来首例跨境操纵市场
案件被查处， 市场目光又一次
聚焦操纵市场行为。 据统计，
今年以来已有２６宗操纵市场案
件被证监会行政处罚， 占同期
行政处罚案件的近两成。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１年证监会
查结市场操纵案件９起 ， ２０１４
年１９起， ２０１５年攀升至７１起 。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 证监会新立案
市场操纵案件５２起， 比２０１５年
同期增长６８％。

据了解， 由于操纵行为的
复杂性 、 多样性和快速流变
性， 全球监管机构对其并没有
形成统一的定义或认定标准。
这类案件既是世界各国证券监
管机构查处的重点， 同时也是
一个难点。 从中国证监会的表
态来看， 对于操纵市场行为是
“零容忍” 的， 发现一起打击
一起。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
拟招聘50余万人

证监会对26宗市场操纵案
进行行政处罚

全国２０多个城市前不久陆续
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 为过热的
楼市踩下 “刹车”。 点刹降温之
下 ， 市场会由此进入 “寒冬 ”
吗？ 投资面大、 产业链长的房地
产行业， 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在哪里？ 新华社记者近日赴多地
调研楼市， 采访了业界、 学界和
政府官员。

房地产市场进入衰
退期了吗？

房地产市场进入衰退期了
吗？ 房地产投资需求峰值是否已
过？ 处于多方利益博弈下的房地
产业， 未来走势牵动各方神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
长刘世锦认为， 房地产投资历史
需求峰值已过， 这是一个大的判
断， 是一个大的格局。

过去１５年， 我国房地产业以
超过２０％的年均增速发展。 而全
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在２０１５年
降至２０００年有数据记录以来最低
点，仅为１％。

刘世锦说， 城镇居民住宅构
成房地产投资７０％， 其历史需求
峰值是 １２００万 到 １３００万 住 户 ，
２０１４年已经达到峰值， 之后房地
产投资总量上就是持平， 然后逐
步回落。 预计在今后不久时间内
就会回到正常的状态。

不少业界和专家认为， “屯
地生金” 的暴利 “黄金时代” 已
经过去， 但依然处于大周期向前
的 “白银时代”。

万科集团副总裁刘肖说， 中
国城镇化在继续， 收入水平在提
高， 消费在升级， 过去驱动我国
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
没有消失， 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
以理性增长为特点的 “白银” 时
代， 仍有发展潜力。

融创东南区域公司副总邵佳
认为， 中国楼市存在大周期和小
周期，整个大周期是向前的，目前
只是处于投资过热的一个小周期。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

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 基于房地
产周期的经验和未来趋势的判
断， 本世纪以来中国房地产存在
２至３年的周期。 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到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房地产市场可能
迎来一个短期的调整期， 政府行
政调控和制度变革的力度决定调
整的幅度和时间提前还是延长。

未来发展空间还有
多大？

爱恨交织房地产。 一方面，
房地产行业对经济增长可形成重
要支撑， 另一方面， 过度投机引
发泡沫， 扭曲资源配置， 损害实
业和创新， 为长期经济发展埋下
隐患。

房价上涨过快无异于悬在中
国经济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
剑”。 一些舆论关注房地产走势，
也讨论着是否有房地产泡沫。

杭州透明售房研究院院长方
张接说 ， 泡沫缺乏很科学的界
定， 按照租售比和房产收入比这
些国际标准来说， 我们的确处于
警戒线。 但它们是否适用于中国
市场， 需要打一个问号。

但对于房价过度上涨的危
害， 业界却持普遍一致看法： 如
果暴涨就有可能暴跌， 就可能会
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此外， 各
路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 也会导

致实体经济投资越来越少， 并对
社会风气带来不良影响。

长远看，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背景下， 房地产市场发展空间有
多大？

在控制好投资和投机需求的
前提下， 房地产业发展空间的决
定性因素是实际需求。 当前， 我
国住房消费正从 “有房住 ” 向
“住好房” 转变， 未来的有效需
求将取决于更完善的住房配套、
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更绿色健康
的品质和环境。

“城市里改善性需求生生不
息， 人们对好房子的追求会经历
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方张接说。

房地产企业碧桂园对我国
１６００多个三四线城市进行了市场
调研。 碧桂园文化与品牌管理
部负责人说 ， 根据调研结果 ，
三 四 线 城 市 居 民 的 改 善 性 需
求 很 明 显 ， 尤 其 对 品 质 优 、
有 物业服务 、 社区环境好的住
房需求高。 目前碧桂园项目进入
了３００多个三四线城镇， 未来空
间依然很大。

调控如何因城施策？
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

展 ， 离不开良好的市场规 则 。
驯 服 房 价 过 快 上 涨 的 “ 猛
兽 ” ， 需共同运用市场之手和行
政之手。

当前房地产市场分化态势明
显。 一方面， 一二线热点城市
房 价 上 涨 过 快 ， 如 珠 三 角 、
长 三 角 、 京 津 冀 地 区 的 部 分
城 市 ， 以 及 内 地 的 一 些 区 域
性 中 心 城 市 。 另 一 方 面 ， 东
北 、 西北 、 西南地区的多数城
市市场平稳， 一些三四线城市库
存压力仍然较大。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原副会长
朱中一说， 目前多数三四线城市
去库存压力和热点城市控房价压
力同时存在， 调控政策要根据市
场变化及时做出调整， 未来调控
应兼顾去库存和控房价， 市场才
能平稳发展。

“房地产调控须实行分类指
导， 因城施策。” 中山大学南方
学院房地产系系主任廖俊平说，
热点城市的调控重点是控房价、
防风险、 防泡沫， 三四线城市和
县城的重点依然是去库存。

刘肖说， 因城施策不仅要从
需求端发力， 关键要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大思路下， 从土地、
房产的供给端着手建立长效机
制， 优化地产、 租房、 普通商品
房、 保障房等的供应结构。

对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北京市房地产中介协会会长、 中
原集团首席运营官李文杰建议，
盘活存量更应成为市场增长的主
要空间。 “虽然一些城市的房屋
空置量无法统计， 但房屋空置的
情况却很普遍。 希望政府优化调
控政策， 让改善性住房的购买人
群可以进入市场。”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
研究部副主任汪红驹说， 当前房
地产市场区域分化严重， 冷热不
均， 已经产生了资源错配， 也加
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未来要着力
推进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 缩小
区域性地区差距和城乡差别， 推
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以产业发展
带动科学合理的城镇化， 引导人
口流动， 因城而异制定房地产调
控政策， 缓解房地产市场严重分
化的局面。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