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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4 月 16 日发布了 2019
年3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一二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
略有下降，三线城市有所上升。一二三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
微升。

各地房价有降有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
伟介绍说，3月份各地继续坚持因城施
策、一城一策调控措施，保持了政策的
连续性，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

数据显示，4座一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涨幅比
上个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
和广州分别上涨 0.4%和 0.8%，上海和
深圳分别下降0.1%和0.3%。此外，4座
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2 个百分
点。其中，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
0.4% 、 0.3% 和 0.7% ， 广 州 下 降 了
0.5%。

31座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上涨 0.6%，涨幅比上个月降低
了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上涨1.2%。

35座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上涨 0.7%，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了0.3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
涨0.5%，涨幅同样比上月扩大了0.3个
百分点。

“同时，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微升。”刘建伟
说，3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上涨4.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
上涨0.5%，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2个百
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上涨 12.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
上涨8.2%，涨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
新 建 商 品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1.4%，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3 个百分
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4%，
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1个百分点。

成交回暖调控延续

随着春天的到来，个别城市新房
项目迎来了热销。3月份，一线城市中
北京、上海、深圳的二手房网签量均
有所回升。对于市场成交量反弹的原
因，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

为，环比上涨主要是因为2月份春节月
成交低迷，同比上涨则与近期市场预
期升温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土地市场也
比较活跃，开发商拿地的积极性有所
提升。但是，有业内专家表示，短暂
性的活跃并不代表整个房地产市场会
出现大变动，也不代表房价迎来加速
上涨。目前，热点城市房地产调控政
策依然保持高压，再加上热点城市新
房供应相对充裕，市场不存在快速升
温的基础。

最近一段时期，部分城市的房地产
政策有所微调。例如，高碑店市近日下
发的《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
见》提出，对符合条件的特定人群，允
许在高碑店市购买一套商品房 （3年内
不得上市交易）。业内专家表示，虽然
限购举措有所变化，但3年内不得上市
交易这一要求，也是落实“房住不炒”
的举措之一，新举措对满足刚需，维持
当地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每隔一段时间，部
分地区的楼市违法违规现象就会重新冒
头。对此，近来一些城市陆续开展了打
击楼市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行动，
有效稳定了市场秩序。

据介绍，保定市相关部门将违规提
供购房融资行为作为房地产开发和中介
市场整治的重要内容，加大了对在售楼
盘和中介机构门店的检查力度，并加强
了跨部门失信联合惩戒。

长沙日前启动房地产市场执法“迅
雷行动”，严查房地产中介机构通过报
纸、广播、电视、网站、新媒体等途
径，捏造、散布房地产虚假信息和夸大
宣传诱导消费者的行为。

住建部副部长倪虹近日在中国发展
高层论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楼市
调控不动摇，保持政策连续性。”

放宽落户不是放松调控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继
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
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对Ⅰ
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对Ⅱ型大
城市放宽落户限制，对超大特大城市大
幅增加落户规模。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会对楼市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话题也引
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有人认为，此
次政策调整，意味着有更多人可以落户大
城市或超大特大城市，并取得购房资格，
这对房地产市场将有较大刺激作用。还
有人认为，新政策是变相放松调控。

对于上述观点，业内专家表示，户
籍制度改革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举
措，取消或放宽落户限制主要是为了推
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不应简单地解读为
放松楼市调控。

虽然户籍政策调整短期内可能会对
楼市产生一定刺激作用。但从长期来
看，一座城市的房价变化最终还是要由
供需决定。户籍政策的调整，并不一定

会带来需求的大量增加，落户政策带来
的购房热情也不一定能够长久持续。再
加上热点城市的楼市调控政策依然较为
严格，在抑制投机性需求的调控政策之
下，放宽落户政策不会让房地产市场出
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主任倪鹏飞表示，各地之前的楼市调控
政策并未以户籍为基准，主要针对的还
是投机性需求。放宽落户限制对限购政
策有一定影响，针对新的情况，各地要
完善和微调相关政策，在保持“房住不
炒”的主基调下，既要保证落户人口的
居住需求，又要堵住落户政策调整带来
的投机炒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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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不存在快速升温基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亢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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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4月14日12时47分在北
京怀柔区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19千米。在不久前的
4月7日，距离此次地震27公里处的海淀区也发生过一次
2.9级地震，震源深度17千米。

虽然前后两次地震震级都不算高，震感也并不强烈，
但缘何10天内北京地区接连发生两次地震？这其中是否
存在关联？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迅速组织专家对两次
地震活动作了研究分析。专家认为，近期北京地区发生的
这两次3级左右地震均属正常地震活动。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蒋海昆介绍说，天然构
造地震主要由于断层活动所致。北京及附近区域主要活动
断裂带有平谷—三河断裂带、八宝山—高丽营断裂带、怀
来—延庆断裂带、南口—孙河断裂带等，其间又分布着一
系列近北东、近北西向的小规模断裂。“例如此次怀柔3.0
级地震震中附近20公里范围内已查明的小规模断裂就有
4 条，但由于震级较低，很难说具体与哪条断裂活动有
关，但与其距离最近的为北东向的南口山前断裂，约9公
里。距离4月7日海淀2.9级地震最近的断层为北东向的
小汤山—东北旺断裂带,约5公里。”

“从构造相关性分析，北京地区近期发生的两次3级
左右地震属于两个断层的活动，两次地震之间距离约27
公里，远大于3级地震的破裂尺度，因而两次地震彼此没
有构造或力学上的相互关联，是两次独立的正常地震活
动。”蒋海昆说。

两次地震相隔一周在同一个地方发生，是否意味着近
期北京地震活动趋于频繁？蒋海昆告诉记者，地震属于自
然现象，当构造运动过程中逐渐累积的能量对地壳产生的
巨大压力超过岩层所能承受的限度时，岩层便会突然发生
断裂或错位，同时伴随能量的释放，就形成了地震。

“地球上每天都有地震发生，多时一天发生一万多
次。其中，99%的地震人们感觉不到，其余1%的地震才
是有感地震。能造成破坏的地震全年发生约1000次，大
于7级的强烈地震每年平均发生约20次，更强烈的地震
平均每年发生1次左右，这些地震绝大多数发生在海域，
对人类并不构成危害。”蒋海昆说。

数据显示，就北京地区而言，1970 年以来共发生
139次2级以上地震、29次3级以上地震，平均每年大约
发生2.8次2级以上地震、0.6次3级以上地震，与西部多
震省份相比，北京属于中国大陆地震活动水平非常弱的地
区。尽管2级、3级地震频次较低，但也有短期发生多次
地震的现象。例如，1996年12月份短短12天内，在北京
顺义就先后发生5次3级以上地震。蒋海昆表示，这两次
3级左右地震间隔仍属正常，且均发生在周日13时左右也
纯属巧合。

专家提醒，当公众遇到有感地震时，应首先保持冷
静，做好自我保护，认真观察情况，采取有效措施，科学
高效避险。如在房间内遇到地震，应尽快选择承重墙墙
根、墙角或是有水管和暖气管道等处蹲下或坐下，保护好
头部；如在户外遇到地震，应就地选择开阔区域，要远离
山崖、陡坡、河岸及高压线等，避开变压器、电线杆、路
灯及人多的地方，且不要选择高大建筑物或构筑物下避
险，注意广告牌等其他潜在高空坠落物等，趴下或蹲下
避震。

北京两次地震属正常地震活动
本报记者 郭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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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为了让居民生活更加便利，全国多座城市
陆续宣布开始试用居民电子身份证。据介绍，目前这
些城市的居民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申请办理居民电
子身份证。居民电子身份证究竟是什么，怎么使用？
它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请看本期主持人为您一一
解答。

问：什么是居民电子身份证？
主持人：居民电子身份证是指将公民个人身份信

息，通过人脸识别生物技术比对后，于手机上生成电
子证件，用于用户身份识别。

据介绍，居民电子身份证是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可信身份认证平台 （CTID） 认证的“居民身份证网
上功能凭证”。目前，全国累计已有20多座城市试用
了电子身份证。

问：居民电子身份证有什么用？
主持人：在完成相关认证后，居民电子身份证可

以在公安管理范围内，办理线下线上业务、享受公安
服务、接受公安检查，效用等同于实体证件。目前，
电子身份证的使用范围还比较有限，不同城市的规定
也有所不同，具体在不同城市接入的功能还要以官方
公布为准。例如，天津、衢州、杭州等城市，电子身
份证可以用于办理酒店入住登记、加油站实名登记、
公安临时检查等。

问：电子身份证安全吗？
主持人：即便手机丢失，电子身份证被冒用的

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在使用电子身份证时，
用户需要先通过指纹或刷脸验证，证明是本人后才
能进入网证页面。同时，在打开二维码时，还要再
次刷脸验证。

以支付宝申请办理居民电子身份证为例，即使
手机丢失，别人要想用你的网证，也得先通过“手
机密码+支付宝登录密码”打开你的支付宝，再通
过“指纹验证+刷脸验证”打开电子身份证二维
码，总共需要4道关口，被冒用的可能性极低。

（本期主持人 姜天骄）

忘带证件？电子身份证了解一下

日前，财政部公布了 《关于修改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科技成
果转化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作出了一系列
新规定，明确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
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
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
并简化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资产评估程
序。专家认为，“放权”将有效为科研
院所高校成果转化赋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
中心主任韩凤芹表示，目前我国越来
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但从实践来
看，转化效率却一直不能令人满意。

“依据相关规定，科研院所高校的科研
成果被界定为国有资产，处置时要作
评估、备案。评估、备案程序不完
成，转化就无法实现，严重影响了科
技成果转化效率。”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决策部署，完善科
技成果使用、处置、收益管理制度，提
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需要对《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作相应修
改。”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
行办法》 共修改8条、新增2条，主要
是赋予了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

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自主管理权限，
简化了有关评估程序。《决定》 明确，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执
行以下政策。

一是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
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不需
报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批或备案，并
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
易、拍卖等方式确定价格；

二是转化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
部留归本单位；

三是将其持有的科技成果转让、许
可或者作价投资给国有全资企业的，可
以不作资产评估；转让、许可或者作价
投资给非国有全资企业的，由单位自主
决定是否作资产评估。

在保障科技成果转化公开规范和完
善法律责任方面，《决定》 明确国家设
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转化其持
有的科技成果，通过协议定价方式确定
价格的，应当在本单位公示科技成果名
称和拟交易价格。同时，明确事业单位
及其工作人员有通过串通作弊、暗箱操
作等低价处置国有资产行为的，依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的规定
处理。

“《决定》赋予了国家设立的研究开
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
自主管理权限，简化科技成果转化中的
资产评估程序，同时明确了有关定价公
开机制和故意低价处置国有资产行为
的处罚措施。这既是对国家设立的研

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科研人员的重大
利好，也是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上的一个
重大突破，极大地体现了财政在科技成
果转化中积极主动作为，真正做到了简
政放权，为下一步激发高校、科研院所
创新活力送来了‘药引子’。”韩凤芹
表示。

据悉，《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等政
策文件均明确规定成果转化的全部收益
留归成果持有单位，不上缴国库。同
时，在单位与个人之间也明确规定了收
益分配与个人激励机制。

“此次 《决定》 进一步明确了‘国
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转化
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
位’，更进一步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增加
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信心和筹码。这不仅
是我国近年来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大
成果，也符合国际惯例，不仅扩大了高
校科研院所的自主权，加快了成果转化
的速度和效率，同时也对成果管理提出
了更高要求。”韩凤芹说，科研机构自
身如何确定产权并分配转化收入，包括
分配主体和分配比例，之后仍需要进一
步明确。同时，还要进一步优化科技成
果转化的投融资模式、健全市场导向
机制。

财政部修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科研院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再提速
本报记者 曾金华

科研院所高校的科研成果被界定为国有资产，处置时要作评
估、备案。评估、备案程序不完成，转化就无法实现，严重影响了科
技成果转化效率

新规不仅扩大了高校科研院所的自主权，加快了成果转化
的速度和效率，同时也对成果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