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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亿成交 万柳地王出炉
民企中赫地产胜出，总价、楼面价均创年内新高，夺得双料地王；保利等央企临阵放弃竞争

昨日，未拍先热的“地王
级”项目海淀区万柳居住用地
正式开拍，在央企“集体放弃”
竞争的情况下，经过 46 轮现
场竞价和 327 轮激烈的回购
房面积竞报，民企开发商中赫
集团最终以26.3亿元(溢价率
40.9%)胜出。这一价格创北
京年内新高。此外，该地块楼
面地价目前折算约为 41500
元/平米，创北京新的楼面单
价新高。万柳地块由此摘下
北京今年的“双料地王”。

触及价格上限26.3亿

现场竞拍从昨日下午 3

点 30 分左右开始，起拍价格
为 19.66亿元，加价阶梯提为
2000 万。竞争首先从 7 号中
赫和 12 号融创中国之间展
开，但在竞价过程中，多次出
现几家企业同时争着报价的
情况。

当进行到 23 轮，由融创
中国报出 24 亿后，为了降低
报价，主持人将竞价阶梯由
2000 万调低到 1000 万。最
终经过 46 轮，11 号懋源地产
报出 26.3亿元达到该地块设
定的价格上限。最终主持人
宣布休息 10 分钟后，通过竞
报回购房面积来决定万柳地
块的归属。

中赫融创打“擂台”

进入回购房面积竞拍环
节，最后的竞争主要在中赫
集团和融创中国两家民营企
业之间展开，基本上从 7300
平米第 145 轮开始，竞拍面
积逐步攀升至 10000 平米、
15000平米，两家企业交替举
牌，其他退出竞争的开发商
则在面积不断上升时用计算
器关注价格，还有的开发商
则打电话与外界保持实时联
络。

中赫、融创两家企业经
过 182轮对垒，最终在 327轮

由中赫报出 1.64万平米的面
积，融创中国突然不再跟进，
中赫集团旗下赫华恒瑞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如愿得到该
地块。

以总价 26.3亿元的价格
算，万柳地块的楼面价达到
4.15 万元/平米，成为北京新
晋楼面单价地王。

另根据北京土地整理储
备中心数据显示，万柳地块
为 7 月首块成交宅地，总价
26.3 亿元成为今年成交总价
最高的地块，比招商地产、九
龙仓联合体以 23.7亿元的价
格竞得朝阳区来广营乡土地
储备项目 A4 和 B4 地块项目

还多2.6亿元。

保利地产突然退出

此前，记者了解到，共有
万科、保利融创联合体、中化
方兴、中赫、龙湖、中冶、华侨
城、中建九龙仓联合体、懋源
地产、招商地产等 10 家企业
参与竞拍，但在下午 3 点左
右发生戏剧性一幕，在竞拍
开始之前，保利地产北京公
司发表声明称，接总公司通
知，考虑到国家对房地产调
控的要求，决定退出竞拍，最
终保利与融创联合体仅由融
创单独应战。

与此同时，昨日其他央
企亦可谓“集体放弃”。在昨
天的竞价现场，类似招商局
地产、华侨城等央企从头至
尾就没举牌。中建地产等有
央企背景的企业，也在惨烈
的竞争中先后退出，“作壁上
观”中赫与融创的厮杀。

除 10 家现场竞价开发
商外，场外还有中粮、中海、
远洋、旭辉等大品牌开发商
前来观战。一位央企开发商
告诉记者，竞报回购房面积
时，共进行了 327轮，比 11家
大品牌开发商2009年竞争广
渠路15号地王时还要激烈。
新京报记者 袁晓澜 张旭

从一开始的志在必得，
到最后如愿以偿，中赫置地
方面昨天对记者表示，万柳
地块成为今年新“地王”不
意外。中赫认为，万柳地块
属于海淀传统的高档居住
区，交通便利，自然、教育、
商业等各方面资源都属优
质。加上这也是区域仅存
的可供开发地块，因此吸引
了房企竞争。

对于未来项目售价预
期，中赫置地 CEO 孙鹏表
示，中赫在竞标前已经精
细测算，在万柳项目上“只
追求合理利润”。孙鹏还
表示，万柳地块的价格不
能反映房地产市场的整体
情况，只是北京区域市场
的个别案例。地王出现不
代表房地产市场真正出现
复苏，购房者还是应该理
性判断。

资料显示，中赫置地是
中赫集团子公司，中赫置地

主要从事重点城市高端项
目开发。北京单价最高的
钓鱼台 7 号院就是该企业
旗下项目。该项目位于玉
渊潭公园北侧。去年，钓鱼
台 7 号院一栋楼均价达到
30 万元/平方米，刷新了北
京住宅单价纪录。在社会
关注中，北京市住建委会同
地税局对该项目启动联合
执法程序。最后，中赫因未
取得装修施工许可擅自开
工被处以 171.9 万元的罚
款，钓鱼台 7 号院也下调了
拟售价格，单套 30 万元/平
方 米 的 楼 王 不 再 对 外 销
售。此外，中赫在北京开发
的项目还包括朝阳区来广
营板块的北纬40°。

除房产业务，中赫集团
还涉足矿产开发等。

对于万柳地块未来规
划，中赫方面表示仍将坚持
高端项目开发。

（张旭）

■ 公司背景

中赫曾开发北京最贵楼盘

■ 相关

万柳地块竞拍昨日进
行。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文
章称，央企应推动楼市健康
发展。频繁参与“地王”争
夺，可能被市场解读为房地
产调控放松的信号，影响整
个房地产调控的大局。但有
央企开发商认为，不应该戴
着“有色眼镜”看央企。

上述文章称，土地市场
回暖并不可怕，正常回暖既
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有
利于稳增长，也可以增加普
通商品房的供应，避免市
场长期遇冷后出现严重的
供 不 应 求 。 但 调 控 关 键
期，央企参与“地王”争夺恐
怕并不合时宜。

上述文章认为，央企应
当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
——在涉及国家安全以及国
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关

键行业，发挥国有经济的控
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推动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新华网昨日也刊发评论
称，房企不能闭着眼睛造地
王。每一轮房价暴涨，地王
都“功不可没”。地价过高，
一方面可能导致恐慌性购
房，引起房价非正常上涨；另
一方面，也可能因地价过高，
最终导致“希望房企们在土
地竞拍时都要多一些理性，
多一些责任，多一些智慧”。

上述评论昨日引起业内
关注。大型国有房地产企
业保利地产官方微博随即
发表声明称退出万柳地块
的竞拍。保利地产是中国
保利集团控股的大型国有
房地产上市公司，国家一级
房地产开发资质企业，连续
五年蝉联国有房地产企业

综合实力榜首。
不过，昨天，走出拍卖会

大厅，多位有央企背景的开
发商对记者表达了不同的观
点。有央企表示，“在商言商，
民企拿的不也是地王？”有关
开发商表示，平等的市场规则
下，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看
央企，央企民企都是平等的企
业。“买东西，有问顾客姓什
么的吗？”

一家民营房企总裁助理
也对记者表示，理论上说，在
市场竞争中不应区分企业所
有制背景。但是在调控背景
下，很多正常的事情变得不
正常。传言中的国资委叫停
央企拿地王，也就可以理解
了，“央企拿地王，容易产生
市场对调控放松的预期，信
号更不好。”
新京报记者 刘兰兰 张旭

被批争地王 央企“不服气”
■ 大势分析

北京市国土局昨日迎来今年以来人气最旺的一次万柳地块拍卖会，当日人头攒动，聚集了关注万柳地块拍卖情况的媒体
和开发商。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随着央行再次降息，业
内分析认为，从各项数据
来看，目前市场复苏趋势
明显。

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
统计的数据显示，上周全国
主要54个城市，商品房签约
达 55191 套，连续 9 周突破 5
万套。北京中原市场研究
部总监张大伟表示，央行再
次降息，继续释放流动性，
同时影响购房者预期，看跌
的购房者减少，入市的积极
性明显提高。开发商乐观
情绪开始出现。从上半年
的数据来看，成交最多的热
点项目依然是郊区高性价
比项目。

张大伟表示，5-6 月的
主要城市楼市全面复苏，对
价格的支撑作用也已经体
现，房价再跌的可能性接近

于零。在调控微松的影响
下，恐慌性入市量可以支持
目 前 的 成 交 量 继 续 放 大
20% 左 右 ， 但 恢 复
2009-2010年高量的可能性
不存在。对于房价来说，调
控已经适时松动，这给房地
产 再 次 带 来 了 喘 息 的 良
机。地方政府加快了预调
微调的步伐，可能预期的信
贷政策微调幅度超过预期。

此外，对于接下来房地
产市场情况，中国中投证券
也在近日发布研究报告称，
央行非对称降息，信贷将继
续支持刚需。预计七八月
推盘量将多于 6 月，保持淡
季不淡的格局。行业进入
去库存全面复苏阶段，在未
来 4-5 个月楼市供应稳中
有增的情况下房价难以全
面暴涨。

北京高华证券研报也
认为，在购房承受能力改
善、购房意愿增强以及地方
政府支持因素下，年初至今
房地产交易量强劲复苏。
预计下半年交易量有望比
上半年增长 10%-20%。但
房价不会大幅全面回升，原
因是刚需是成交量复苏的
关键因素，它对承受能力的
敏感性较高。其次，开发商
需要用一两个季度来将资
产负债恢复至良性水平。
新盘上市数量可能会在下
半年增幅较大。

华西证券研报也表示，
央行连续降息，客观上利好
房地产市场。在成交量持
续回升、房价反弹明显的情
况下，市场对楼市触底反弹
的预期十分强烈。
新京报记者 李蕾 刘兰兰

“楼市复苏趋势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