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劲歌热舞的精彩
演出，齐鲁地产“名人、名
企、名盘”各奖项依次颁
出。 8 日晚济南山东剧院流
光溢彩、星光璀璨， 2010
中国(山东)住交会第七届三
名颁奖盛典在此盛大举行，
省内的地产大腕、知名开发
企业代表与近千名观众汇聚
一堂，观礼“山东地产奥斯
卡”，接受省内最高档次地
产荣誉的颁奖。大众报业集
团和齐鲁晚报、生活日报主
要领导为获奖企业代表颁发
了奖杯。

“三名”花落地产名家

颁奖典礼上，来自空政
歌舞团、前卫歌舞团、山东省
京剧院、齐鲁晚报艺术团等
文艺团体的知名演员表演了
精彩的节目，劲歌热舞让人
感受到了“山东地产奥斯
卡”、“山东地产节”的欢乐激
情。伴随着精彩的文艺演出，
齐鲁地产“名人、名企、名盘”
各奖项依次颁出。其中，马

莹、王明春、刘伟、刘序勇、刘
荣捷、陈岭、徐东芬、谈朝晖、
袁相平、盛峰等十位地产企
业老总荣获 2010 中国房地
产(齐鲁)十大风云人物的奖
项。

“2010 中国房地产(齐
鲁)名企大奖”则被恒大地
产、保利置业、中海地产、绿
地置业、海信地产、海尔绿
城、鲁能地产、北大资源、阳
光壹佰、重汽地产、鲁商置
业、天鸿置业、力高地产、中
铁十局地产、火炬集团、齐鲁
置业、鲍德房产、天业地产、
祥泰实业、银丰地产、康桥置
业、三鼎房产等获得。

中海·奥龙观邸、南益 o
名士豪庭、恒大名都、绿地新
里·卢浮公馆、鲁能领秀城、
尚品·清河、海尔绿城全运
村、重汽·翡翠东郡、天鸿万
象新天、山水泉城、火炬东
第、逸城山色、现代逸城、蓝
石·大溪地、炫立方、凯旋新
城、凤凰山庄等楼盘被评选
为“2010 中国房地产(齐鲁)
名盘大奖”；南益·名泉春晓、

重汽·翡翠清河、保利·海德
公馆、中海国际社区等新项
目荣膺 2010 中国房地产(齐
鲁)期待楼盘。此外，还有众
多项目荣获单项奖。

“地产奥斯卡”

再启新里程

“中国(山东)住交会名
人、名企、名盘”，是山东房地
产行业的最高荣誉，被誉为

“山东地产奥斯卡”、“山东地
产节”。历年来获得“三名”桂
冠的人物、企业和楼盘，都是
山东房地产业界的领跑者，
为山东房地产行业做出了巨
大贡献，以其企业实力和精
品项目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
敬。

近年来，山东的地产开
发和竞争格局发生了巨大变
化，一线房企大幅进驻，形成
了本地房企、省内房企、全国
性房企激烈竞争的局面。本
年度的“三名”入围榜单中出
现了不少大鳄的身影，更多

的一线地产品牌开发商与本
土地产企业共同站在了“三
名”颁奖的舞台上。经过历时
一个多月的资料提交与专家

评审，无数读者和网友的热
心参与、数十名专家的认真
评审、50 家全国主流媒体的
共同见证，“2010 中国(山东)

住交会三名评选”榜单尘埃
落定，8 日晚的颁奖典礼为
本年度获奖者隆重加冕。

（楼市记者 郑勇山）

“名人、名企、名盘”荣耀加冕

齐鲁地产“三名”颁奖典礼盛大举行

□汤白露

最近，有关监管机构向商
业银行下发的一份房地产央
企“红名单”，引发了巨大漩
涡。“‘红名单’其实也是在支
持国资委的清退政策，引导78
家非主业地产央企有序退
出。”12月6日，一位接近国资
委的权威人士对记者表示。

据记者了解，监管机构
要求分支行只对名单中的16
家房地产央企提供授信额
度。而针对除了 16 家之外的
房地产央企，存量贷款要采
取保全措施，尽早回收。此
外，存量到期收回的，项目贷
款无法续贷。

清退关键在于

“项目退出难”

监管机构直接向商业银
行下发房地产央企停贷“红
名单”，尚属首次。市场人士
认为，这跟央企退出房地产
的进展滞后有关。

今年 3 月 18 日，国资委
针对下属 78 家央企发布“清
退令”，至今已有 8 个多月，
仅有中远集团、中国航天、中
石化、中石油等 7 家央企挂
牌转让不足 20 家地产子公
司的股权。余下 71 家非地产
主业央企下属 200 多家地产

子公司至今未见退出迹象。
记者从产权交易所查阅

公告发现，上述 7 家央企挂
牌转让地产子公司，接盘者
寥寥。成功转让的仅有航天
科工集团的北京金中都置业
公司项目、中石油北京都市
圣景地产等2 个项目。

对此现象，上述接近国资
委的权威人士指出，缺乏市场
资金接盘，也是导致央企清退
进展缓慢的关键因素之一。

该人士指出，目前 78 家
央企的地产清退分为两大部
分，一部分是股权退出，另一
部分是地产项目。“清退难点
在于地产项目如何退出，目
前很多地产项目正在开发建
设之中，退出难度很大。”

对于股权项目退出，相
对则较易操作，即资产清算
之后打包，然后在产权交易
所挂牌转让。若有社会资本
购买，该部分地产股权则顺
利成交。

“目前比较头痛的是正在
开发的地产项目。如果强行退
出，部分项目将面临暂停的风
险。”某退出地产的央企子公
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清退央企”

面临资金链风险

日前，上述房地产央企

“红名单”正在银行系统内部
传阅。

据有关人士透露，监管部
门在通知中明确要求，严禁非
房地产主业的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参与商业性土地开发
和房地产经营业务。同时，国
有资产和金融监管部门要加
大查处力度，商业银行要加强
对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的贷
前审查和贷后管理。

对于上述通知，业界认
为是在进一步推动 78 家央
企加速清退。“监管部门下发
的‘红名单’，其实也是在支
持国资委的清退政策，引导
78 家非主业地产央企有序退
出。”上述接近国资委的权威
人士对记者表示。

该人士认为，既然国资
委已经发布清退令，并详细
列出了 16 家地产主业央企
与 78 家央企的退出名单，表
明监管政策已经明朗。目前
的问题是在执行层面。

据记者了解，监管机构
是把上述“红名单”直接下发
给商业银行，再由商业银行
与 78 家央企逐一沟通，目的
在于，给商业银行下放停贷
权，严格针对 78 家央企的地
产项目进行停贷。

“至于停贷，这是银行与
央企之间的事情。一旦停贷，
78 家央企的地产项目将面临

很大的资金问题，这也将迫使
央企想办法寻找接盘者。”上
述接近国资委的权威人士说。

市场人士认为，银行停
贷将引发资金链紧张，从而率
先危及78 家央企中的资金薄
弱者。这将带来多方面影响。
其一，资金薄弱者将加速转让
地产资产套现；其二，房企现
金回笼压力越来越大，部分在
建项目很可能暂停；其三，将

引发部分非地产主业央企的
“退房潮”；其四，加速房地产
业并购重组潮的到来。

由银行停贷引发的“多
米诺效应”，将给 16 家以地
产为主业的大型房企集团打
开并购之门。问题在于，面临
资金不足的问题，这 16 家地
产为主业的央企是否愿意接
盘呢？“16 家地产主业央企
是否接盘 78 家的退出资产，

在政策监管上这是允许的，
国资委的政策并没有对此限
制。”上述权威人士说。

另据记者了解，78 家央
企即将退出的地产资产中，不
乏盈利能力强、土地储备丰富
的企业。现在商业银行通过停
贷的方式，“倒逼”央企清理这
些优质房地产业务，或将从根
本上扭转无人接盘的局面。

(据每日经济新闻)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
出，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
革。 12 月 6 日，人民日报
17 版以半版篇幅刊登题为
《积极稳妥推进房产税改
革》的专访文章，用数据阐
述房产税开征的影响，并论
及一系列操作层面问题。文
章说，“房产税开征与房地
产价格为负相关，但中长期
对房价的影响有限”。

该文专访对象是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
究员巴曙松，后者曾多次参
与相关政策的咨询。

增量征税？存量调控？

《积极稳妥推进房产税
改革》一文发表的同一天，
经济观察网随即援引权威渠
道的消息说，“房产税将于
2011 年年初试点”。报道
指出，试点城市包括上海和
重庆。而两个城市的试点方
案也有很大差别。重庆的房
产税偏重对高档房、别墅的
征收，存量和增量均包括在
内。而上海的方案针对新增
一般房地产，且按人均面积
做起征点考虑。

房产税是对增量征税还
是存量调控，业界一直存有
争议。增量房产的原值与评
估值非常接近，有利于征
收，而存量房的原值与评估
值差距非常大，进而对评估
值的确定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前外界预期，房产税将只
对新购房产进行征税。

巴曙松在人民日报上的
表述是，“房产税一般以不
动产的评估值为计税依据，
需要有健全的不动产评估机
构、科学的评估标准和高水
平的评估手段；同时，税收
征管体系也需要进行调
整。”

巴曙松说，当前，房产
税开征的主要障碍在于目前
中国的税收征管机制与房产
税的征收技术环节不能顺利
对接，即地税局如何才能把
房产税收上来；还在于对居
民或家庭征收房产税存在一
定的征收技术难题，而且短
时间内难以解决。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
平各异，房地产发育程度很
不均衡，要在统筹规划的基
础上，授予地方政府在具体
的征收细则、征管办法等方
面一定的权力，由地方政府
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制定
适合当地情况的具体实施办
法。”巴曙松这般建议。

据经济观察网报道，目
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正
在对《房地产税暂行条例》
进行修订，以符合对居民自
用房的征税。而试点城市也
正在抓紧完善试点方案。
“设计中的房产税的税率为
累进税率，房屋价值高、人
均面积大的房屋其税率更
高。”

中长期对房价影响有限

巴曙松特别引用了一系

列实证研究的数据，阐述房
产税改革试点对楼市的“微
量”影响。巴曙松说，假定
按对房地产保有环节税收进
行调整，研究的结果是，开
征房产税对商品房价格的影
响系数从中部、西部、东部到
全国 ，分 别为 0 . 1 0 1 8 、
0 . 0818、0 . 0618、0 . 0479；对
商业用房价格的影响系数分
别为 0 . 0 5 1 2 、0 . 0 2 7 1 、
0 . 0187、0 .0069。实证研究的
结果表明，房产税开征会使
房价微量下跌，房产税开征
与房地产价格为负相关。

“由于税收的本质使得
房产税在房价供求方面不能
成为决定性因素，中长期
看，开征房产税对房价的影
响有限。”巴曙松说。

巴曙松同时提到，从财
政收入上看，根据模拟研究
的测算，房产税开征，对宏
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十分有
限。

巴曙松提醒，要明确房
产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完善
房地产税制，促进房地产业
的正常发展，并为地方政府
提供稳定的税源。不能因为
房地产或宏观调控需要而让
房产税承受过多的职能，同
时也不能一味强调提升税收
水平，而忽视对房地产相关
税种的合并以及税收水平的
合理减少和下调。

“总之，推进房产税改
革，必须审慎积极稳妥。”
巴曙松最后总结道。

“红名单”倒逼78 家央企
或加速寻找退地接盘者

人民日报：稳推房产税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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