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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中立：禁止房地产炒作是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2004年7月14日)

文章作者：

  一、禁止房地产炒作可立即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产生抑制作用 

  国家审计署的报告公布了一个让人惊讶的结果：上海一家银行给一个人贷了7000多万元的资金用于房地产投资，一共买了128套住房。

该结果表明，当前我国部分城市的确存在相当严重的房地产炒作行为。大量的商品房囤积在投资者手中，迟迟不能进入最终消费市场。如果

政府出台禁止房地产炒作的法令，则众多的投资性购房者必将抛售手中的房源，这些重新进入市场的房源将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满足老百姓

的住房需求，甚至使得购房市场立即进入供过于求的局面，开发商投资开发新楼盘的数量将会大大减少，短期内的社会房地产投资额将显著

缩小。 

  随着房地产投资规模的下降，土地批租市场必将随之降温，政府通过出售土地所获得的资金将随之减少。禁止房地产炒作的法令出台

后，房地产投资规模的下降就意味着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土地获取资金的能力将同步下降，政府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必将得到抑制。 

  禁止房地产炒作不仅可以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调控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且还具有其他宏观调控手段所不具备的优点：

１．避免了所有产业同时遭遇经济紧缩的痛苦，使宏观调控措施更具有针对性；２．目前过高的房价已经对汽车、旅游等其他消费形成了明

显的挤出效应，房价的降低可以改善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进一步刺激除住房以外的其他消费支出，促进其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避免

了与宏观经济紧缩相伴而来的消费紧缩。 

  二、如何禁止房地产炒作 

  政府应当明确宣布，纯粹以赚取差价为目的的短期房地产买卖行为一律为非法行为，该行为与非法倒卖火车票行为一样，应受到公安机

关的严厉打击。以收取租金为目的的长期投资可暂不列入禁止的范围，因为到目前为止，以出租为目的的房地产投资金额和比例都相当低，

社会危害性不大，而且该行为还能够为社会创造有用价值。 

  由于在现实情况中，房地产交易的目的究竟是自己居住、还是赚取差价，很难界定清楚，因此政府的法令还应当进一步规定，对于持有

期限不足一定时间（例如５年）的商品房，房产持有者只能将待售房产委托给政府指定机构，不得私下直接交易；该指定交易机构按照公开

竞价方式将该房产转让给购房者，但不论该房产实际转让价格有多高，该房产持有者能够获得的价款只能是原购房成本（可适当考虑维修等

成本）减去居住期间的合理房租后的剩余部分，房地产转让的溢价部分全部上缴国库，如果转让价格低于原购房成本，转让损失则由转让方

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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