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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五环国际

开盘时间：10月20日
位置：大兴区地铁亦庄线旧宫
站附近
户型：90-120平米两居、三居
均价：14300元/平米
优惠：办卡 9.8 折，全款 9.4 折，
首付60%以上再打9.9折

中国水电·云立方
开盘时间：10月20日
位置：大兴区地铁4号线生物医
药基地站南500米
户型：76平米两居、86平米两居
和100平米三居
均价：15000元/平米
优惠：排号办卡9.8折
（楼盘信息以开发商公布为准）

新京报记者 方王洋

9月中旬，贵阳出台二十条
措施，其中一条规定“凡在我市
购买商业、办公用房和首次购
买住房的，根据本人意愿可持
房屋所有权证或备案的购房合
同在购房区域办理入户手续或
居住证，享受本市户籍人口就
业、入学和就医等同等待遇，不
受入住时间和购房面积的限
制。”这句话被迅速解读成“买
房送户口”的“救市”举措。

此外，近期还有专家呼吁
天津取消买房送户口政策。
购房和户口两个本不相干的
事情却在近期成为热点话题。

有报道显示，目前贵阳有
13个体量超过100万平米的超

级大盘，总建筑面积近4500万
平米，规划居住人口预计 100
余万人。对于贵阳这样一个
城乡总人口不过400多万的城
市来说，楼市供应量过多，购
买力明显不够。

地方城镇化往往是房地产
先行一步、又往往是房地产大
行其道，而在购买力不足之
后，地方似乎也有动力帮助刺
激这种购买力。因为房地产
市场如果能保持活力，无论是
衍生的税费和土地收入，还是
城镇化进程顺利推进的形象，
都是地方所需要的。

但是“买房送户口”能在
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会不

会引起其他副作用？
可以类比的是目前在北方

个 别 城 市 存 在 的“ 蓝 印 户
口”。买房人通过购买总价达
到一定标准的房子，就可以获
得相当于本市户籍人口的市
民待遇。于是郊区不少楼盘
搭上这种政策利好，大打“蓝
印户口”概念，吸引外地人买
房。可是，卖了房之后，郊区
的城市化进程怎么样呢？几
年的时间，很多楼盘依然是少
人居住的“空城”，产业发展并
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区域成
熟度也未看到明显提升。

“买房送户口”只是很多
城市救市举措的一种。救市，

本身源自许多城市发展包括
财政收入的房地产依赖症。
地方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
确实离不开房地产；但是将希
望过多地寄望于房地产，绝非
应该。不止一个地方出现的

“空城”，对城市形象、城市品
牌也是一种伤害。以各种面
目出现的救市，对城市产业结
构调整、对城市长远发展也是
一种损伤。

救市，地方政府短期搭上
了房地产的顺风车，但是长期
看，这种对调控的反复，更影响
了城市发展的长久之计。救市
之举，地方政府仍然要缓行。

新京报记者 张旭

买房送户口，莫使新城变“空城”■ 一周评论

上半年库存的成功去化，让增加土储成为房企下半年的
当务之急。地方土地市场快马加鞭的放量速度，更加刺激了
房企的拿地热情。四处撒网、大小通吃也成为房企在全国土
地市场近期的主旋律。

据不完全统计，9月以来，包括万科、保利、融创、龙湖等
多家品牌房企在内，用于拿地的开销已突破300亿元。

详见B11·聚焦

大房企
上演“抢地潮”

B12-B13·特别报道 户型优化 永无止境

B19·服务 换房无需核查购房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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