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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当前，，我国房价我国房价““高烧高烧””不退不退，，部分二线城市涨幅甚至部分二线城市涨幅甚至

超过一线城市超过一线城市，，且有不断扩散的趋势且有不断扩散的趋势。。同时同时，“，“地王地王””扎堆扎堆

出现出现，，数量和频次屡创新高数量和频次屡创新高。。北京北京、、上海上海、、深圳深圳、、南京南京、、苏苏

州州、、合肥等热点城市更是逢拍必现合肥等热点城市更是逢拍必现““地王地王”。”。楼市过热所蕴楼市过热所蕴

含的风险亟须得到重视含的风险亟须得到重视——

相关部门在充电桩建设上的职能划分要么不明确，要么是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消费者往往无所适从

伴随着电动汽车消费的爆发，充电桩行业有望保持高速增长，

而与之配套的充电运营领域也将迎来高景气期

今年年初以来，一线城市和热点
二线城市房价出现过快上涨，甚至有
一 些 二 线 城 市 的 涨 幅 超 过 了 一 线 城
市，并且有向更多二线城市蔓延的趋
势。其中，苏州、合肥、南京、厦门
并称今年以来房价上涨“四小龙”，合
肥更是连续 4 个月占据 70 个大中城市
新房价格上涨的榜首位置。面对房价
过快增长的现象，警惕楼市过热的呼
声频频出现。

各地纷纷出台调控措施

针对房价的过快增长，3 月 25 日，
上海、深圳在同一天出台调控措施。8
月 31 日，厦门和武汉在同一天出台限
购限贷政策。此前，合肥、苏州以及南
京都出台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措施。

上海曾出台的限购措施甚至被称为
史上“最严”，本以为会平稳发展的楼
市再起波澜。近期，关于调控措施即将
加码的虚假谣言让上海的购房者们坐不
住了，出现为了购房而排队离婚的异
常现象，致使上海楼市不断升温。上海
市住建委近期进行了辟谣，并在 9 月 6
日表示，自 9 月 1 日以来，上海房地产
市场运行平稳，市场过热情绪明显降
温。不过，这次谣言风波也从侧面反映
出人们对于进入房地产市场购房的积
极性。

进入 8 月份，北京再次迎来一轮小
的量价齐升高峰。门头沟、昌平等远离
中心城区的新楼盘一房难求。二手房价
格也有上涨的趋势。在事业单位工作的
小苏就亲身经历了最近北京楼市的变
化，她的一套位于顺义区的二手房挂在
中介近两个月一直没卖出去，8 月底的
一个周末，她按照中介的建议变更了挂
牌价格，直升 15 万元，居然没过两天
就被人买走了。她本想把顺义的房子卖
掉置换一套中心城区的学区房，再向中
介询价，发现价格比两三个月前涨了
不少。

从国家统计局数据看，热点城市已
经不限于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
市和苏州、合肥、南京、厦门等二线城
市。天津、石家庄、杭州、郑州、武
汉、无锡等城市房价也都显现出上涨势
头。其中，郑州的表现“十分抢眼”，

新盘开盘即售罄、地王频现等情况频
发。同时，万科、融创等知名企业更是
纷纷来到郑州“拿地”。种种迹象表
明，房价上涨势头有向更多二线城市扩
张的趋势。

市场供给总体不足

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表示，当前一二
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房价过快上涨的
关键原因是总体供应出现了问题。2014
年以来，由于对房地产的预期看淡，导
致开发商的土地储备和开工面积都大幅
下滑。在市场回暖后，一二线城市的需
求不断上涨，导致开发商库存告急，而
库存的下降进一步激化了房价上涨预
期，从而导致房价迅猛增长。

亚 豪 机 构 研 究 总 监 郭 毅 在 接 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楼市
的再度火热主要归结于供需关系。以
北京为例，8 月份市场再次出现“抢
房”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市场供需关
系发生了变化。亚豪机构统计数据显
示，8 月以来北京商品房新增供应套数
为 4191 套，环比下降 56.0%。若剔除
商 住 类 项 目 ， 8 月 纯 商 品 住 宅 供 应
2011 套，环比下降 39.0%，是近 5 个月
以来的最低点。

不仅仅是一线城市楼市的供需关
系发生了改变，其他热点城市房价快
速上涨的原因也大都可归结为市场供
给总体不足。河南省房地产业商会常
务副会长赵进京表示，近年来，郑州
每年新增人口数量超过 20 万人，市场
需求大，开发商自然愿意重金投入。
受到一线城市土地供应少，竞争激烈
的影响，很多房企把目标更多转向二
线城市。

同时，市场人士普遍认为，二线
城市与一线城市相比，各种基础建设
还在起步阶段，地方财政收入对土地
销 售 的 依 赖 性 还 很 强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二线城市地方政府出台的楼市调
控 政 策 相 对 宽 松 ， 大 量 被 一 线 城 市
楼 市 调 控 政 策 挤 出 的 资 金 进 入 二 线
城市。本来供应就进入了低谷期，需
求端又因为货币宽松的情况，让购房
贷款的获取变得相对容易，刚需、投
资性需求、未来需求前置等因素一并

涌来，让“供不应求”的局面“雪上
加霜”。

值得注意的是，土地供应偏少也造
成了各地“地王”频现。上海前 7 个月
的土地供应仅完成 30%，北京已经连续
3 个月没有供应一块住宅用地。地少价
高更是带动了房价的上涨。

此外，马光远表示，今年房地产市
场的火爆，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前制造业
面临困难。“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制造
业投资自 6 月份以来进入负增长。民间
投资可选择的领域越来越少，从而出现
了企业和居民纷纷杀入房地产避险的状
况。”马光远说。

从供需两端共同发力

“就当下的房地产市场而言，最根
本的问题是解决一二线城市的供应问
题。”马光远表示，要解决当前楼市过
热的问题，应该从供需两端共同发力，
使二者间的关系达到平衡，从而促进房
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结构性矛盾在一些城市表现
得较为突出，例如，北京市总体供应本
来就不足，“地王”涌现又导致豪宅不
断入市，从而导致满足刚需和基本改善
型需求的住房少之又少，进一步造成普
通住宅价格猛涨。因此，化解结构性矛

盾也应该是未来一些城市促市场平稳的
重点。

市场形势瞬息万变，有的人担忧，
热点城市楼市在迎来一浪高过一浪的上
涨之后，必将面对下滑。有的人认为，
只要一线城市的需求持续旺盛，供给只
会越来越紧，价格就不会下降。有关专
家提醒，面对房地产这样一个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行业，必须要时刻警惕风险。

实际上，楼市面临的依然还是老
问题，地方财政对土地收入的依赖从
未在根本上得以改变。一旦面临经济
下行的压力，土地出让是财政收入增
长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但房价一旦过
快上涨不断累积泡沫，其危害也是不
言自明的。

今年以来，房贷业务几乎已成为各
家银行贷款业务的绝对主力。然而，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大量银行贷款流入
房地产行业可能蕴藏的风险。中原地产
的分析表明，一些城市地王的总货值预
期与销售额预期存在较大差异，这其中
酝酿了很大的市场风险。

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引发房价不断上涨——

警惕楼市过热 风险亟须防范
本报记者 亢 舒 本报北京 9 月 12 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财政部今

天发布数据显示，前 7 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
运行趋稳向好，收入实现增长。同时，利润同比继续下
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2 个百分点；钢铁和有色等行业继续
亏损。

统计显示，1 至 7 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248835.5
亿元，同比增长 0.2%。其中，中央企业 150688.3 亿元，
同比下降 0.9%；地方国有企业 98147.2 亿元，同比增长
1.8%。营业成本总体上有所下降。1 至 7 月，国有企业
营业总成本 242046.1 亿元，同比下降 2.3%，其中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 4.9%、增长 6.2%
和下降 0.8%。在实现利润方面，1 至 7 月，国有企业利润
总 额 13128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6.5% 。 其 中 ，中 央 企 业
9159.7 亿元，同比下降 9%；地方国有企业 3968.3 亿元，
同比下降 0.3%。

统计还显示，7 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265107.4
亿元，同比增长 15.2%；负债总额 837417.8 亿元，同比增
长 17.6%；所有者权益合计 427689.6 亿元，同比增长
10.7%。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 至 7 月，煤炭、交通、施工
房地产和医药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幅较大；石油、石化
和烟草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降幅较大；钢铁和有色等行
业亏损。

前 7 月国企利润降幅收窄
钢铁等行业继续亏损

本报北京 9 月 12 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环境保护
部今日通报的全国重点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
列市空气质量状况显示，8月全国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9.6%，同比提高 1.9个百分点。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介绍，8 月，全国城
市 PM2.5浓度为 2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14.7%；PM10

浓度为 52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17.5%。
在重点监测的 74 个城市中，空气质量排名相对较差

的后 10 位城市分别是：廊坊、成都、济南、唐山、衡水、邯
郸、合肥、邢台、徐州和西宁市；空气质量排名相对较好的
前 10 位城市依次是：海口、舟山、盐城、福州、丽水、淮安、
青岛、上海、珠海和台州市。

京 津 冀 区 域 13 个 城 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3.6%，同比提高 21.6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37 微克
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30.2%；PM10 浓度为 63 微克每立
方米，同比下降 32.3%；O3超标率为 12.7%，同比下降
8.2个百分点。

长三角区域 25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6.6%，
同比提高 0.2 个百分点。珠三角区域 9 个城市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 76.6%，同比降低 3.5个百分点。

8 月全国城市空气平均优良天数近九成
同比提高 1.9个百分点

支付宝 9 月 12 日对外发布公告称，自 2016 年 10 月
12 日起，支付宝将对个人用户超出免费额度的提现收取
0.1%的服务费，个人用户每人累计享有一次性的 2 万元
基础免费提现额度。

支付宝团队表示，涉及收费的部分只包括“支付宝余
额转出到银行卡”，也就是说，除了提现之外，使用支付宝
进行消费、购买保险、手机充值、水电煤缴费、使用手机支
付宝转账到支付宝账户、还款等服务依然免费。而在余
额宝方面，支付宝也在公告中称，余额宝资金转出，包括
转出到本人银行卡和转出到支付宝余额将继续免费。不
过，从 10 月 12 日起，用户从余额新转入余额宝的资金，
转出时只能转回到余额，不能直接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提现收费，那广大卖家怎么办？支付宝方面
表示，此次提现收费的政策，只针对个人用户，支付宝认
证商家不受影响。也就是说，淘宝天猫卖家、淘宝拍卖会
卖家、村淘合伙人、1688 卖家、支付宝有效签约商户等，
这些用户将余额提现到本人的银行卡，依旧免费。

谈及收费理由，支付宝表示是“综合经营成本上升较
快”，调整提现规则是为了减轻部分成本压力。苏宁金融
研究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薛洪言告诉记者，和微
信提现收费一样，支付宝此次宣布收费，主要原因还是交
易量太大，一边向银行缴费，一边对用户免费，成本压力
增大。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互联网金融助理分析师陈
莉则认为，支付宝作为蚂蚁金服最基本的一环，涉及互联
网金融的重要业务，此前蚂蚁金服盛传 IPO，支付宝作为
先行军，利用提现收费这一环帮助蚂蚁金服亮出漂亮的
盈利数据。

而在成本之外，支付宝对提现收费，也被视为是“筑
坝养鱼”，希望用户直接将余额转化为消费，而非仅仅成
为一个规避手续费的“通道”又转回到银行。微信在宣布
零钱提现收费后，对拉动用户使用其线下支付服务起到
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同样正在全力布局线下支付的支付
宝自然也“看在眼里”。此次支付宝还特别表示，在用完
免费额度后，用户累积的蚂蚁积分可以用于兑换免费提
现额度，目前兑换比例是 1 个蚂蚁积分可以兑换 1 元钱
的免费提现额度，上不封顶。东方电子支付负责人陈虎
东表示，这同样是为了促使用户尽可能多地使用蚂蚁金
服平台上的各种服务。

在陈莉看来，支付宝余额提现收费，对个人用户的影
响不会很大。“毕竟支付宝这次的收费，只局限于提现到
本人银行卡和转账到他人银行卡两种方式收费，用户在
平台消费、理财等线上交易方式并不受影响。即使真要
转账，也可以直接用电子银行在线转账，因为现在银行已
经实现互联互通合作。”

支付宝提现收费影响几何
本报记者 陈 静

有关电动汽车的话题一直不绝于
耳，除了消费补贴、驾驶性能、电池等
带来的质疑外，对于充电不便的“吐
槽”，也让不少购车一族变得犹豫不决。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南新华街的赵先
生对此深有体会。他所居住的小区建于
上世纪 90 年代初，受电网线路负荷限
制，小区内根本无法安装充电桩。他坦
言：“只能到附近的一个公共充电桩去充
电，但新能源汽车充电时间比较长，几
乎每次去都要排队，确实很麻烦！”

与赵先生有着类似遭遇的电动汽车
车主，并不在少数。据了解，老旧小区
不具备充电桩安装条件的现象在全国各
地都比较普遍，而公共充电桩建设数量
也较为有限。与此同时，由消费者自行
安装充电桩也较为困难，物业管理人员
往往以担心引发安全及权属问题为由，
拒绝业主自行安装。

事实上，除上述问题外，政府部门
在管理上的滞后同样不容忽视，相关部
门在充电桩建设上的职能划分要么不明
确，要么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消
费者往往是无所适从。

10 月 12 日，由国家发改委、能源
局、工信部、住建部四部委发布的一份
通知或将改变上述现状。这份名为 《关
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 的 通 知》（简 称 《通 知》） 明 确 要

求，积极推进现有居民区停车位的电气
化改造，确保满足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
用电需求。对专用固定停车位，按“一
表一车位”模式进行配套供电设施增容
改 造 ， 每 个 停 车 位 配 置 适 当 容 量 电
能表。

此前，江西省发改委研究制定了
《江西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管理办法(试行)》，要求新建住宅停车位
须 100%建充电设施，而个人按规安装
充电设施不用备案，经营性充电设施暂
免基本电费。湖南、四川等地也相继出
台充电设施扶持政策，明确提出各类建
筑物配建停车场以及社会公共停车场
中，充电设施的建设比例或预留建设安
装条件要求。

“四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旨在进一步

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充分调动各有
关方面积极性，切实解决当前居民区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难题。”国家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据悉，《通知》 提出了加强现有居民
区设施改造、规范新建居住区设施建
设、做好工程项目规划衔接、积极开展
试点示范等 11条具体措施。

在加强现有居民区设施改造方面，
通知提出根据电动汽车发展规划及应用
推广情况，按“适度超前”原则，供电
企业要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积极推进现
有居民区 （含高压自管小区） 停车位的
电气化改造，确保满足居民区充电基础
设施用电需求。

其中，对专用固定停车位按“一表
一车位”模式进行配套供电设施增容改

造，每个停车位配置适当容量电能表；
对公共停车位，应结合小区实际情况及
电动汽车用户的充电需求，合理配置供
电容量。国家对居民区停车位的电气化
改造酌情给予专项建设基金等政策支
持，地方政府要统一协调有关部门和单
位给予施工便利。

在规范新建居住区设施建设方面，
通知明确要求结合实际条件，建设占地
少、成本低、见效快的机械式与立体式
停车充电一体化设施，鼓励探索居住区
整体智能充电管理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 还以附件形
式发布了“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管理示范文本”，对自用桩、公用
桩、充电桩建设管理流程等进行了界定
和阐述，使 《通知》 相关内容更明确、
更具可操作性。

充电桩“补短板”蕴藏着新商机。
据国家能源局 2016 年工作计划显示，今
年全社会充电桩建设总投资额将达 300
亿元。伴随着电动汽车消费的爆发，充
电桩行业有望保持快速增长。

专家表示，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爆
发式增长，将倒逼充电设施投资的加
速，再加之各地充电设施补贴政策的陆
续出台，充电桩等建设将有较大增长，
而与之配套的充电运营领域也将迎来高
景气期。

四部门发文力促居民区充电桩建设——

电 动 汽 车 离 消 费 者 更 近 了
本报记者 顾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