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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国土资源部 28 日发布中国土地市场
指数 （CLI） 显示，在经济下行压力明显
情况下，地产景气指数进入红灯状态。经
济“平行”甚至“下行”，何以地产“上
行”；一线城市“地王”与三四线城市所
谓“空城”何以并存？就这些问题，国土
资源部法律中心主任孙英辉接受了记者
专访。

土地市场“红绿灯”

记者：怎么判断上半年全国土地市场

走势？

孙英辉：2013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增速放缓但主要增长
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相应的，土地市场
呈现供应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加速态势。
二季度 CLI 中地指数回升至 304 点，仍处
于绿色正常区间。主要分指数中，市场规
模、利用集约、地产景气均快速上升，出
让价格、供应结构平稳波动。初步计算，
上 半 年 地 产 市 场 对 于 GDP 的 贡 献 率 在
10%左右，拉动 GDP 增长近 2 个百分点，
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在资源基本国情和生态环境等因素
约束下，只有将土地市场这种利好效应转
变为经济内涵式发展的长期效应，才能确
保宏观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土地
市场总体上是“绿灯”、地产景气变为

“红灯”，既包含了宏观经济企稳并适当回
升的可能性，也隐藏着房地产市场强力反
弹的严峻挑战。

记者：地产景气指数为什么会率先进

入“红灯区”？

孙英辉：二季度地产景气指数环比上
升 29.5%，同比上升 11.4%，冲高至 600
点。从成分指标看，消除价格因素后新增
信贷规模、商品房销售面积、地产股价指
数等 3 项指标环比分别下滑 21.8%、8.7%
和 8%，但房地产业投资总额则环比上升
91.4%、同比增长 23.8%，直接拉高了地
产景气指数。

国 家 统 计 局 数 据 显 示 ，上 半 年 我 国
CPI 同比上涨 2.4%，GDP 增速回落至 7%平
台，但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36828
亿元，同比实际增长 20.3%；其中住宅投资
增长 20.8%。在大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出现
回落情况下，房地产增速进一步加快，也说
明现阶段房地产市场发展仍然是推动土地
市场的内生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未
明显改变。

“空城”与“地王”为何并存

记者：怎么看异常交易频发，高溢价

与退地现象并存？

孙英辉：用媒体语言，所谓“空城”
“鬼城”与“天价地”“地王”并存，抛开

具体案例个别性差异不论，从市场预警来
看，最明显的就是上半年地产开发商开始
从二、三线城市向一线城市“回归”。

上半年，重点房地产企业拿地呈量价
齐升态势，布局持续快速向一线城市转
移。在市场景气不断回升的背景下，重点
房企住房销售回款迅速增加，“一线供给
不足和三四线供应过量”市场分化异常特
征更加明显。上半年综合排名前 15 家重
点房企竞得房地产用地 2467.18 公顷，同
比增加 37%；应支付土地出让价款 1217
亿元，平均购地成本 5156元/平方米。

记者：受行政打压资本“回潮”了？

孙英辉：二季度市场规模、供应结
构、利用集约和地产景气等分指数均大幅
上扬，土地市场需求呈进一步扩大态势；

地产景气分指数环比上升 29.5%，同比上
升 11.4%，显示出在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
作用下，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调控政策效应
不断消减，市场反弹压力逐渐增大。异常
交易频发，高溢价与退地现象并存，表明
市场微观管制手段乏力。大家都跑，就是

“空城”；大家都追，就有“地王”。
“空城”“鬼城”是“只要土地城镇

化、没有人口城镇化”的极端现象。土地
市场发展要与新型城镇化进程相协调，土
地供应要与产业集聚、人口流动、公共服
务布局相衔接。防止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
城镇化，要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充分
考虑城市群与大中小城市衔接，优化土地
利用空间布局，使得土地供应与城镇化战
略相匹配。

重构城镇化下的土地调控体系

记者：CLI 中地指数推出时正值全球

金融危机，当时您就提出行政划拨增多有

负面因素，现在怎么看？

孙英辉：从 CLI 出让价格指数看，经
过 2009 年以来的快速上涨后开始波动趋
稳，但这是以行政手段为主调控的结果，
市场机制作用尚不充分。土地行政配置，
不利于提高效率、产业升级。要逐步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宏观上稳总量保发展，中
观上调结构转方式，微观上推改革促集
约，逐步建立与“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
整加速”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土地
调控政策体系。

记者：数据有没有好苗头？

孙英辉：我国以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
式的路径，在土地市场上已有所反应，供
应总量保持稳中微增态势，供地结构持续
调整，基础设施用地负增长，工矿用地增
速处于较低水平。扣除房地产用地“补
仓”效应，经济对土地投入的高依赖性开
始变化。年初，中央将今年 GDP 增长预期
调低至 7.5%，但仍有 20 余省份确定 10%以
上。从上半年土地供应情况看，并未出现
以高投资促成高增长的模式。在土地供应
总量平稳前提下，全国有 23 个省份用地总
量保持增长，且多数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结
构调整与土地资源匹配程度进一步提高。

对地方政府“开新途、堵老路”

记者：在新的土地调控体系中，地方

政府处于什么位置？

孙英辉：年初国资委调查报告显示当
前平台融资规模达到 13 万亿元，2013 年
预计到期债务总额约 3 万亿元，已占地方
财政收入的 50%以上。从前 5 个月地方财
政收支来看，扣除中央转移支付，部分省
份已出现收不抵支情况。地方政府大规模
集中推出土地和利用土地大量融资，积累
财政金融风险，加大了房地产调控难度。

记者：地方既“天价卖地”又“低价

出让”怎么看？

孙英辉：现行财税体制下，中央和地
方“财权”和“事权”不尽匹配，地方缺
乏建设性财政资金，要实现工业化和城镇
化加速发展，一方面依靠经营性用地出让
取得的资金输血；另一方面以低地价出
让、短期税收返还等形式供应工业用地，
吸引外来投资，增加就业和税收。对此一
方面要正视土地出让、土地融资“涉地收
入”对地方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要逐步
改革现有土地出让和土地财税管理体制，
同时建立强化风险防范机制，减少违法违
规抵押。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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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应是住房供给的基础。国土资

源部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全国住宅用地

供应年均增长率为城镇人口增长率的 3

倍。住宅用地供应速度远远超过城镇人口

增长速度。2004-2011 年，全国住房用地

累计供应 56.24 万公顷，年均住房用地供

应 7.03 万公顷，除 2008 年供应量同比下降

4.2%外 ， 其 余 年 份 基 本 保 持 增 长 态 势 ，

2007、2009 和 2010 年增长尤为迅速。过去

8 年间供应的住房用地，按平均容积率 1.5

计算，可建住房面积约 84.36 亿平方米；

按人均 30 平方米计算，可满足 2.82 亿人口

住房需要。地产类 10 大上市公司年报显

示，截至 2011 年底土地储备建筑面积 3.58

亿平方米，多数公司足够未来 5 年甚至 7

至 8年以上开发。

土地供应出去了，是否转化为实际住

房供应？房子供应出去了，是满足刚性需

求还是投资甚至投机需求？实际情况不尽

如人意。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存量住房、

存量住宅用地数量庞大。中国社科院房地

产蓝皮书称，从 2008 年开始我国城镇新增

住房套数已超过新增家庭数，加上存量

房，整体户均住房已达到或超过一套。土

地要及时动工建设，住宅要落实为住房民

生，否则都属“无效供应”。为此必须加

强从土地到住房供给全过程监管，赏罚分

明，否则“供地增长数倍于城镇人口增

长、房价增长数倍于国民收入增长”局面

不可能扭转。

铁律之下，必有余房。把闲置房、闲置

地“挤出来”，土地供应上要坚持由单一扩

大总量供应转向盘活存量，提高用地节约

集约化程度，强化土地供后监管，加大闲置

土地处置力度。

盘活存量房地产，能避免国土资源浪

费，又能打击房屋囤积，抑制投机炒作。

从我国情况看，“银根”“地根”必须协调

配合，盘活存量流动性与盘活存量土地要

形成合力。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土

地政策要坚持“从严控总量、集中挖存

量”，以存量土地支持新一轮城镇化发

展，不允许城市圈地运动卷“土”重来。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严防城市圈地运动卷“土”重来
王立彬

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7 月份以来，
我国多地出现 35℃以上持续高温天气。在
人们对凉爽的期盼中，气象专家预计，未来晴
热高温天气还将持续，甚至有可能进一步
升级。

江苏省气象部门最新数据显示，该省 7
月份多地高温天数创 50 年最高记录。上海
26 日出现的 40.6℃，刷新了 1873 年有气象
记录以来 140 年的高温记录，成为“史上最热
的一天”。长沙已经连续 28 天日最高气温超
过 35℃，打破了 2003年的极端记录。

受持续高温影响，江苏用电负荷连续攀
升，7 月已 4 次刷新历史记录。24 日 21 时 25
分，江苏全省用电最高负荷达到 8029.5 万千
瓦，其中电网统调最高负荷达到 7618.3 万千
瓦，比 2012年最高记录增长 11%。

上海在遭遇 40.6℃高温天后，又连续 2

天出现 38.1℃的高温。当地气象部门称，这
是今夏上海的第 24 个高温日，预计 8 月初，
上海可能再度出现 39℃以上的极端高温天
气。

在副热带高压持续盘踞湖南的情况下，
长沙已连续“暴热”将近一个月，达到重度高
温热害标准。据气象专家预计，未来一段时
间，长沙的晴热高温天气还会进一步升级，从
目前到 8月 5日最高气温可达 39℃或以上。

中央气象台 28 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
警，预计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黄淮西部和
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大部、贵州东北部、四
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南疆盆地等地的部
分地区有 35℃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 10 天
江淮、江南以及重庆等地仍将出现较大范围
日最高气温超过 35℃的高温天气。其中，江
南部分地区持续高温日数可达 5-8 天，8 月
1-5 日江南东部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超过
39℃的区域将有所扩大。

（记者 张展鹏 李荣 阳建 许健 董峻）

左图 7 月 28 日，游客正在上海玛雅海

滩水公园内戏水避暑。

丁 汀摄（新华社发）

多地持续“烧烤”高温天气创记录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记者董峻） 据农业
部 28日预计，今年三代粘虫将呈重发态势，8月上中旬将
进入危害盛期，对秋粮生产构成严重威胁。各级农业部
门严密监测虫情动态，积极备打防控攻坚战，最大限度降
低危害损失，实现“虫口夺粮”。

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研究员姜玉英介绍，
粘虫是典型的北迁南回、远距离迁飞性、暴发性害虫，主
要危害玉米、小麦、水稻、高粱和谷子等禾本科作物。今
年二代粘虫发生程度是近 10 年来较重的，在东北、华北、
黄淮、西南、西北等 20 个省份均有不同程度发生，发生面
积是常年的 1.8倍。

姜玉英说，经过各地及时防治，虽然二代粘虫危害得
到有效控制，但残留虫量明显高于常年和上年。常年 7
月底到 8 月中旬是三代粘虫的集中发生期，据气象预报，
今年这一时期大部分玉米产区降雨较多，有利于三代粘
虫暴发危害，预计东北、华北、黄淮海等玉米主产区可能
偏重发生，部分地区呈大发生态势。

面对三代粘虫重发态势，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
叶贞琴表示，当前已进入秋粮产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
病虫防控的关键阶段，特别是粘虫等病虫适期防治时间
短，机会稍纵即逝。农业部将加大病虫监测预警，加强监
测网点密度，密切跟踪粘虫等重大病虫发生动态；在 7 月
下旬至 8 月中旬，组织一批植保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粘
虫等重点病虫发生程度重、防治难度大的区域，开展技术
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技术措施到位和安全用药到位。

针对粘虫迁飞性、暴发性迁移危害特点，农业部还将
组织做好应急防治药剂储备和区域联防联控。充分发挥
专业化防治组织的作用，调集一批自走式高杆高效施药
机械，大力推进统防统治，提高防控的快速处置能力和防
治效果，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成灾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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