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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昨日，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
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房地产
调控不能放松。

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降一成

昨日发布会上，盛来运
在回答有关房地产调控与经

济增速下滑的提问时说，尽
管房地产的主动调控在短期
内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
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调
控房地产有利于国民经济更
持续健康的发展，特别是有
利于防止房地产泡沫化对经
济长期发展造成冲击。

根据发布的数据，上半
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继续回落，商品房销售降幅
缩小。前 6 个月，全国房地
产开发投资 30610 亿元，同
比名义增长16.6%，增速比一
季度回落6.9个百分点，比上
年同期回落16.3个百分点。

前6个月，全国商品房销
售面积39964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10.0%，降幅比一季度缩
小3.6个百分点，上年同期为

增长12.9%。全国商品房销售
额23314亿元，同比下降5.2%，
降幅比一季度缩小9.4个百分
点，上年同期为增长24.1%；其
中住宅销售额下降6.5%。

保障房上半年开
工470多万套

“房地产调控成效比较

明显。”盛来运表示，总体上
来说，房地产价格上半年延
续了去年以来稳中有降的态
势，投机性需求得到了明显
遏制，房地产的投资虽有明
显的回落，但还是一个比较
适中的速度。

“我想强调，房地产调控
不能放松。”盛来运说。

此外，盛来运介绍，上

半年保障房建设成效显著，
继去年新开工 1000 万套后，
今年上半年又新开工 470 多
万套，这对缓解低收入阶层
的住房矛盾将会发挥重要
作用。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房
地产调控政策，进一步巩固
房地产调控的成果。”盛来
运说。

国家统计局：房地产调控不能放松
前6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同比下降10.0%，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5.2%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彭文生表示，从经济数据来
看，经济自主增长动能较弱，
政策放松力度加大。近期通
胀的显著下行基本消除了货
币政策放松的制约，央行一
个月连续两次下调基准利
率，已然加大了货币政策放
松力度。但由于增长动能短
期内难以恢复，年内仍有可
能再降息一次。而在外需和

自主增长动能疲软的背景
下，预计政策将有选择地放
松地方融资平台，继续加大
对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推动
内需增长。

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
济学家朱海斌认为，在宏观
政策面上，政府已经采取并
将继续出台一些温和的财
政及货币政策以确保下半
年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财

政政策方面，政府已经加快
投资项目审批速度并宣布
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和消
费刺激计划。货币政策方
面，为降低经济借贷成本，
央行已经两次降息，而且自
去年年底以来三次调降存
款准备金率以确保金融体
系的流动性稳定。他预计
央行还将至少推出一次降
息和三次降准的措施。

新京报：数据发布后，不
少人提出为扩大内需，中国应
该重启房产刺激，遏制一些城
市的对车、房的限购政策。

姚景源(经济学家、国家
统计局原总经济师)：房地产
调控必须坚持。我国需要吸
取两方面经验和教训，减少
两个依赖。一个是出口依
赖 ，1997 年 的 亚 洲 金 融 危
机，还有 2008 年的金融风暴
以及衍生到目前的次贷危
机，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另一

个就是对房地产的依赖，必
须遏制“土地财政”，规避未
来可能产生的房地产泡沫，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
了很多问题。

梁小民（经济学家、国务
院特邀监察员）：采取什么样
的经济政策，从根儿上解决
问题，使房地产市场真正健
康发展，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
各种问题，是多年累积下来
的，不是简单的限购政策就

能解决的。
北京、广州等地采取的

汽车限购政策，正有向其他
大城市蔓延的趋势。中国百
人拥有机动车的数量，远没
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应该
说，中国刚刚步入机动车时
代，这时不能通过行政强制
手段，遏制机动车发展，不利
于扩大内需。大城市解决交
通问题，应该寻找其他途径，
比如各大国际都市采取的收
拥堵费等价格调控手段。

■ 分析

房地产

简单限购不能解决楼市问题

新京报：6 月份 CPI 为
2.2%，不少人担忧，认为中国
经济已经踩在了通缩的“门
槛”上。

姚景源：今年不会通缩，
全年保持 8%左右经济增速，
问题不大。还是我强调过的
观点，现在中国经济的关键
不是经济增速，不能为增长
而增长，发展经济的根本目
的，还是改善民生，所以要从
民生改善效果，衡量经济发
展水平，而不是简单的 GDP
增速。

梁小民：6 月份的 CPI，
主要是季节因素，夏季来临，
蔬菜水果价格下降。所以，

没 必 要 根 据 这 一 个 月 的
CPI，担忧通缩来临。

从目前的经济指标来
看，今年没有通缩的可能。
中国经济与国外不同，有时
是一方面显现通胀，而另一
方面呈现出通缩迹象。比如
目前，虽然CPI下降了，但是
通胀压力仍然存在。

但是，值得警醒的是，在
CPI 下降的局面下，必须保
持稳健货币政策，货币发行
不能太多。今年 6 月 8 日、7
月 5 日，不到一个月，央行已
经两次降息。

盛来运（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说）：今年经济的一大亮

点就是物价得到了明显控
制，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减轻。

翘尾因素会继续减弱，市
场供求关系不会发生大的逆转，
CPI同比涨幅可能持续走低。

近期可以关注物价的走
势，但没有必要过度担忧通
缩。通缩是与通胀相对应的
物价持续走低的现象，通常
与货币供给量大幅减少和经
济衰退或者萧条相伴而生。
而我国上半年，货币供应量

（M2）增长 13.6%，新增加人
民币贷款 4.86 万亿，国民经
济增长速度还是在 8%左右，
正在以适度速度发展，很难
得出通缩结论。

CPI

今年没有通缩的可能

年内或再有一次降息
■ 预测

新京报讯 （记者蒋彦
鑫）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二季度，我国企
业家信心指数为121.2，比一
季度回落 1.8 点。但从行业
来看，房地产业和工业有所
回升。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
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
成表示，企业景气指数是对
2 万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根
据企业家对本企业经营状
况 的 评 价 综 合 得 出 的 结
果。企业景气指数为126.9，
表明综合对当前形势的判
断和对未来走势的预期，在
2 万家被调查企业中，认为
形势“良好”的企业家比重
比认为“不佳”的多 26.9 个
百分点，说明从微观企业整
体反映出的宏观经济运行
状况仍处于景气区间。

同时，企业家信心指数
则为 121.2，比一季度回落
1.8点。

潘建成分析，从经济增
长看，今年一季度GDP增长
8.1%，三年前的 2009 年一季
度是 6.2%，可见当前经济增
长下滑并没有那么深。当
时的企业景气指数在 100附
近 ，今 年 二 季 度 仍 达 到
126.9，差异也十分明显。非
常重要的参考指标是就业，
金融危机冲击后，就业形势
非常严峻，社会就业压力非
常大；二季度调查结果显
示，在用工成本不断上升的
背景下，企业用工仍呈现温
和增长的态势，计划下季度
用工比本季度“增加”的比

“减少”的多 8.6 个百分点，
表明当前就业形势基本平
稳。总的来说，目前宏观经
济总体运行平稳。

潘建成表示，当前企业
的担忧比较多，一定程度上
与当前企业盈利能力削弱
相关。1-5月规模以上工业
企 业 实 现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2.4% ，对 企 业 信 心 影 响 较
大。其中，小型企业困难程
度更大。二季度调查结果
显示，72.4%的企业盈利状
况处于“正常水平”，23.9%
的企业盈利状况“低于正常
水平”。其中，小型企业“低
于正常水平”的高达 30.1%，
比大、中型企业分别多 13.1
和6.8个百分点。

■ 相关新闻

企业家信心
指数下降上半年部分经济数据

“事实胜于雄辩，上半年经济已经表明，我
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缓中见稳，稳中有进，说
明国外看空中国经济的言论缺乏依据”。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

声 音

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2509 元，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9.7%。

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4303
元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12.4%。居民收入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39964万
平方米，同比下降10.0%。

全国商品房销售额 23314 亿
元，同比下降5.2%，其中住宅销
售额下降6.5%。

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31408万
平方米，增长33.1%。

房地产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3.3%，比上年同期回落2.1个百
分点。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5%，
比上年同期回落3.8个百分点。

6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59.64
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4.86万亿
元，同比多增6833亿元。

人民币存款余额 88.31 万亿
元，新增人民币存款 7.38 万亿元，
同比多增425亿元。

CPI

工业

货币供应量

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多年
累积下来的，不是简单的限购政策就能解决的。

——经济学家、国务院特邀监察员梁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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