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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奇参加“房地产信贷政策论坛”(8月20日)

文章作者：

    记者姜业庆北京报道 “央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121文件)是为了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

展。8月16日，一场由银行家与房地产商直接对话、官员与学者共同参加的房地产信贷政策论坛上，这个观点站了上风。 

    这个论坛是由新生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和重组的《银行家》杂志社共同举办的。金融所所长夏斌带着笑提醒：世界上很

多不幸都缘于缺乏沟通。这可能也是本次研讨会的本意。 

    央行代表坦言，近几年，房地产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对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推动居民住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

献。但是，也要看到自２００２年下半年以来，部分地区出现房地产投资增幅过高、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过快以及低价位住房供

不应求和高档住宅空置较多等结构性问题。如果房地产投资和贷款上的一些问题不及时加以解决，将不利于房地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也不

利于防范银行的信贷风险，保持金融的持续稳定。 

    央行代表说，发布121文件的一个根本目的，不是对房地产政策的收缩，而是为了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央行的这一政策

不是要打压房地产行业，而是要避免房地产行业的大起大落，促使其健康发展。 

    曾任建设部副部长的杨慎说，今年上半年虽受非典疫情影响，但因有强劲的需求拉动，房地产市场依然供需两旺，整体看好，下半年

如果不受政策因素的影响，全年投资有望超过8500亿元，对新增GDP的贡献率将超过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房价稳中有升。据35个大中城市

统计，上半年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升4.9％，土地交易价格上升7.8％，房屋租赁价格上升1.8％。剔除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装修房比重增加等

因素，基本保持了正常的价格水平。另外供应结构日趋合理。经过政策引导和市场优化，开发商更加重视把区位、质量、环境、价格作为一

个整体考虑，住房供应结构渐趋合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王松奇说，如果采取调整房贷政策的办法，也不应该动作过大，毕竟内需不足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他认为，目前社会上有大量资金聚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今年５月末，居民本外币的储蓄余额为10.38万亿元，

企业本外币存款余额为6.77万亿元，这说明社会上有大量闲散资金还未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如果能通过多种投资渠道获取房地产投资的

资金，可能银行将不再面临过大风险，房地产企业也不用把大部分的资金需求都寄托在银行身上了。他说，根据国外经验，企业上市、资产

证券化、抵押、发行债券、基金、信托都是企业获取资金的重要方式。我国房地产企业目前的确面临融资渠道比较狭窄的问题，这其中有政

策层面的因素，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利娜则说，房地产的持续高位运行不断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但是经济运行有一定的周期性，房

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无休止地涨下去。短期内房地产的涨价也许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是，当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背离了基础价格，并超

过了可接受的成本，那么，它就丧失了吸引创业企业和人才的优势。而一旦泡沫破灭，房产价值大幅度贬低，如在东亚金融危机中，香港、

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的房地产价值缩水30％至70％，造成大量负贷款，银行拍卖房产所得收益不足以偿还贷款，由此带来的银行大

量的呆账坏账，不仅危及银行体系的安全，更危及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她指出，而目前房地产开发商开发资金70％至80％的资金都来源

于银行贷款，赚赔都是银行的钱，基本上将所有的风险都压在银行一家。因此，央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的出台

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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