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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房价不下调生产品价格还会涨(2004年8月29日)

文章作者：

  最近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刚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不少在宏观调控时价格有所回落的生产资料,其价

格又开始回升。看到这些数据，市场一定会纳闷，国家宏观调控不是初见成效了吗？为什么此话刚说过，市场反映就不同了呢？其原因何

在？有人分析是因为部分生产资料产品出口大增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还未完全到位所致。可能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涉及问题

的根本所在。 

  我认为，这次宏观调控如果不能够把房价调下去，宏观调控的效果是相当令人怀疑的。可以说，国内房价的变化是这次宏观调控的风向

标。但实际上，这次宏观调控之后，国内经济形势如何呢？国内房价变化又如何呢？ 

  早些时候，政府用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的宏观过热、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银行信贷的超高速增长，调控着力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加

强产业政策引导、遏制部分过热行业盲目投资及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控制形象工程、培训中心的建设；三是严格建立用地审批及耕地保护

制度；四是加大贷币信贷调控力度；五是开展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工作、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等。 

  我认为在以上几个方面，除第二个方面真正见效以外，其他方面效果如何还要拭目以待。因为此次宏观调控的成效多是以政府行政调控

方式达到的，是否有效还是以传统计划经济的观念来衡量的。这种传统的方式能否达到所预计的效果是相当不明确的。在我国目前市场化程

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市场主体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对宏观环境做出判断从而进行自己的行为选择，而不再用原有的计划经济观念进行判断。对

于已经处于市场化环境中的投资者来说，更趋向于接受市场调控而不是行政调控。比如，在市场体制下，根本没有什么盲目投资与低水平重

要建设可言，每一个投资者之所以投资都是冲着利而来。如果投资能够获利，那么这种投资就可行；如果投资无利可图，那么这种投资自然

会撤出。根本无需政府来断定，投资者完全会对自己的投资决策负责。 

  实际上，到2004年6月末，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房地产投资增幅、房地产开工与峻工面积增幅都有所回落，但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

额达到2.1万亿元，同比增长36.1%，而房地产投资与开、峻工面积分别增长28.7%、15.2%、15.6%。在北京，今年上半年的房地产投资仍

然保持50%以上的增长。而上海和浙江一些地区，二季度的房屋销售价格仍上涨20%。大家知道，新建的房地产一般都要到三年以后才上

市，当三年后大量房子涌向市场，那才是国内经济发展面对巨大风险的时候。 

  正因为房地产投资仍然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下,所以与房地产投资有关的一些产品（如钢铁、水泥等，尽管在实施宏观调控后的5-6月份

有所下降）价格在7月份仍然迅速回升。据央行公布的数据，7月份钢材价格较6月份上升2.1%，较去年同期上升18%；其中螺纹钢和线材价

格升幅最大，分别较6月份上升2.8%和6.3%，较去年同期上升18.9%和23.5%。水泥价格较6月份上升4.7%，较去年同期上升11.6%。有色金

属价格较6月份上升0.9%，较去年同期上升28.7%，氧化铝和铝锭价格尽管比6月份有所下降，但与去年同期相比，还是上升了34.7%和

7.5%。 

  也正是这些枯燥无味的数字说明了国内的这次宏观调控，对国内的房地产投资影响不大。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这次宏观调控中，

有哪个地方的房子因为调控而停止不建呢？该上马的还是上马，该建的还是在建。正因为国内房地产处于这种投资的高潮之中，与房地产有

关的一些产品需求岂会下降？正如我以前分析的那样，这些投资过热的产业，只要有需求在，仅是靠行政手段来打压是无济于事的。它们只

要调控一过又会热起来，目前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上涨就是十分明显的例子。 

  总之，就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如果房地产价格不下调，那么与房地产有关的产业需求就不会降下来，靠政府行政调控所取得的成果就

不能巩固。要改变这种状况，惟一能够做的只能是通过市场的手段，治理国内投资过热、产品价格上涨问题，否则，国内产品价格还会继续

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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