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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价上涨的报道不绝于耳：不但在大城市中，“上海地

王”“广州地王”“天津地王”⋯⋯等频频出现，此起彼伏

；连二线城市的地价也比从前飙升数倍，湖南长沙新河三角

洲地块甚至因为被开发商开出92亿元的“天价”而被称为“

中国地王”；广州出台“穗七条”，希望通过增加供地，反

而造就了金沙洲、花都和番禺等各区域的新“地王”⋯⋯ 地

价飙升，被人们戏称为“面粉贵于面包”。普通买房者担忧

房价还会继续上涨，但地价猛涨，“地王”频出所带来的后

果，还远不止这些。 -地价为何攀升？ 据《人民日报》报道

：“从内部因素看，地价高企，是房屋价格与土地价格相互

推动的结果。而从外部因素分析，地价高企，核心因素在于

土地供求关系趋紧，并与流动性过剩紧密关联。”上海财经

大学教授钱逢胜分析。 从宏观来看，土地供求关系趋紧是必

然的，土地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过多的资金追逐较少的土

地，必然造成土地价格上涨。而流动性过剩使房地产企业资

金宽裕，特别是不少银行对优质房地产公司信贷的宽松，地

产股还可以轻松从股市上获得直接融资，就使土地高价从可

能变成了可支付。 土地供应量影响土地价格走势已经被各方

所认可，但对土地出让制度是否影响土地价格走势还存在着

争议。钱教授说，土地出让制度对于地价的影响是不容小视

的。过去土地出让是划拨、协议出让或者招标出让，现在主

要推行的是招拍挂制度。这个制度促进了土地交易市场的公



平、公正、公开和规范，是过去土地协议等出让制度的一个

完善，是土地流转使用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避免了过去土

地出让方式容易滋生的交易腐败，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但进入招拍挂程序之后，过多的房地产公司追逐、竞拍地块

，土地价格上涨就是必然。而记者接触的一些官员则认为，

土地价格与招拍挂制度无关，只是与土地供求关系有关。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说，竞拍过程中，由于竞拍人的竞

争性心理因素，成交价往往就可能是起拍价的1~3倍。他说，

在北京摩根中心土地招拍挂中，怎么算土地价格也就是12亿

元，由于志在必得，老潘开口报价就是14亿元，没想到任志

强报价17亿元。北京海淀区清河地段是实行招拍挂制度之后

该市出让的最大地块，规划建筑面积约70万平方米，最终华

润置地以25.65亿元的天价获得，高于起拍价8.65亿元近3倍。

-限价房都“限”不住了 据《工人日报》报道：尽管有关方面

一再强调“地价高不等于房价高”，但相信很多人心里都对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句话深信不疑。实际情况也印证了这

一点：各大开发商在土地拍卖市场上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

厮杀”，导致地价屡创新高，不断有“地王”浮出水面，而

往往“地王”一出，周边楼盘价格立即大幅飙升⋯⋯在这种

情况下，许多普通购房者把希望寄托在了限价房上。然而，

逐渐走高的地价，让限价房都“限”不住了。 以郑州为例，

当地有关人士这样解释：郑州的限价房政策，就是限定价格

进行销售，以同一个区域、路段的商品住房均价为基数，在

该基数的基础上再下降10%~20%。政府会按照同地段商品房

平均价格的90%或80%进行测算，扣除各项成本、费用，从而

推算出土地的价格成本占多少，在供应土地的时候，政府会



降低土地的价格，减少开发商的建设成本，让消费者得到实

惠。但对此，河南财经学院刘社教授认为，郑州市限价房的

测算方法不科学，因为它没有限定开发商的利润，而是以同

一个区域、路段的商品住房均价为基数，在该基数的基础上

再下降10%~20%。问题是，同路段的商品房均价也是随行就

市、水涨船高的，它的掌控权在开发商手中，这样操作把限

价房变成了一种价格游戏，不具备实质性的意义。 河南省住

宅产业商会秘书长赵进京则分析认为：从最近几年郑州市土

地拍卖结果来看，中小开发商几乎在所有的土地竞拍现场中

消失，所谓的土地竞拍实际变成了几家大型房产公司玩的“

独角戏”，垄断迹象越来越明显。当少量可供开发的土地集

中在几个大的寡头手中时，商品房的定价权也就自然掌握在

他们手中，而消费者将成为土地成本上涨最终的承担者。 -牛

市助开发商抢地，“股地拉扯”藏危机 综合《人民日报》及

《佛山日报》报道：今年以来，随着证券市场行情日渐看涨

，许多投资者纷纷投身其中。而媒体上不时传来的“卖房炒

股”的新闻，也让人们对“用股市抑制楼市”充满信心。然

而，将牛市利用得更好的，却依然是开发商。 地产股表现良

好，给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带来了机会。据不完全统

计，今年以来上市房地产公司通过增发、配股等方式，已合

计融资超过1000亿元。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巨额融资到手干什

么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9月16日发布的《中国房地产企业

竞争力研究报告》显示，随着国家土地和房地产金融调控政

策的不断调整，房地产企业不断进行融资渠道创新，资本规

模急剧扩张，土地购置面积也越来越大。 很明显，融资几乎

都投放到了土地储备之上，这可以直接推高公司的未来发展



评价。而在圈地的同时，又进一步带动了房价的增长。 于是

，目前一幅“股地拉扯”图景正在呈现：“地主”储地越多

，从股市圈钱就越多；从股市融资越多，买地野心就越大。

其后果导致地价一路走高，土地囤积严重，房地产股牛气冲

天。专家认为，上世纪70年代香港出现的“股地拉扯”可能

再次上演，以高地价为纽带，楼市、股市中可能存在的泡沫

结合在了一起，并互为循环。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

任钟伟指出，目前国内开发商在土地储备上沉淀的资金已高

达1.5万亿元左右，土地价格过高，严重透支未来的房地产价

格。房企竞相圈地、圈钱，楼市风险正在不断向证券市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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