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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0_E4_BA_89_E5_c51_262371.htm 房地产企业都在不断

扩大土地储备，表面上是为了应对未来发展的需要，实际上

是对土地稀缺和地价上升的恐惧。在一个依赖资源“稀缺性

”来卖高价的经济领域，谁都明白掌握资源入口在竞拍土地

环节抢得先手，就可以获得土地价值规模效应的最大化。 于

是，各地有关“地王”纪录不断被刷新：7月12日，广东省东

莞市土地交易中心拍出塘厦镇大坪村一幅35万多平方米的土

地，由东莞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26.8亿元竞得，这块地

容积率仅0.5，因此它也以15243.9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成为广

东省的新“地王”；而在广州，在7月20日的一场地块拍卖会

上，珠江新城地块拍出10.9亿元天价，广州“地王”易手，据

统计，该拍卖会所拍出的6地块共卖得地价21.11亿元。 房地

产领域正演变成一场“预期经济”，即无论是政府、房产商

还是部分炒房者、经济学家，都预期房价上涨趋势相当长时

期内不会改变，这其实是经济学界“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

理论。他们假定每个经济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均为合理，

同时各经济主体在形成预期时使用了一切可以获得的有关信

息尤其是当前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理智的整理。因此

，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外部随机干扰的话，人们的预期几乎是

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房地产领域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

为准则，是完全建立在“看涨”理论基础上，并且形成对其

理论的崇拜。 可更为本质的是，“土地争夺战”有可能发展

成为变相的“民生资源垄断”。由于土地竞拍制度所形成的



高资本门槛，导致大量中小房地产企业逐渐被挤出门外，只

剩下几个大开发商有实力进行角逐，事实上形成了少数利益

集团的博弈，而出现了一家或多家联盟垄断的苗头。当土地

资源日益集中于几个大开发商手中时，资源囤积、待价而沽

乃至炒作行为就不可避免。为竞拍土地一掷千金的房产商要

赎回先期成本，必须掀起房价助推运动，由于掌控了资源上

游，他们也可以耐心等待最佳出货时机，通过土地或房屋放

量节奏的控制，造成市面上“房子供不应求”的假象，反过

来形成了房产商“绑架”房地产经济整体走向的局面。 土地

资源并不是简单的商品，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

，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因此，许多国家政府都会对土地资源

分配与流向做严格控制，将其中相当比例的土地用于建设保

障住房，而国内各大城市却不加节制地滥用土地资源的经济

属性，通过“地块争夺”的土地供应方式，诱导了开发商对

土地争夺的疯狂风潮。这种“政府非理性”是对本应承担的

公共服务职责的推卸，对民生福利的无视及盘剥。 只有通过

中央调控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以及引入更多的土地供应方式

，形成多元的土地供应市场，以全新的土地供建体系来疏解

民众的住房焦虑，当是保障民众居住权的务实选择。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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