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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的高台摇摇欲坠，成交量陷入历史低谷，楼市需求在一

夜之间彻底消失。众多开发商的资金链越绷越紧，日子越来

越难过。正当人们对国内开发商在“金九银十”会不会大规

模降价销售产生猜测的时候，一贯语出惊人的潘石屹却抛出

了“涨价论”一石激起千层浪，涨价论一抛出就引发了各大

网站网友的“口诛笔伐”。潘石屹此举是吸引公众眼球，或

真的是有难言之隐？ 网民声讨潘石屹 在这两天的平面媒体上

，潘石屹的涨价论无疑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潘石屹表示

，将从9月1日起对SOHO中国所有在售项目全面提价。对于

提价的原因，就原材料的价格大幅上涨，工地上使用钢材的

价格上涨了70%，水泥上涨了30%，将通过售价的提高来抵消

一部分建筑成本的上升。不仅是在平面媒体，在潘石屹的博

客以及SOHO中国的官方网站都有相关表述。特别是通过网

络媒体转载之后，“激怒”了众多网友，并招致了大量的“

口诛笔伐”： 一位网友表示：原材料涨价占房价几成啊，你

房产暴利是建筑成本的十倍； 另外一位网友则表示：让他涨

去，死也不买他的房子；还有一位的留言则更加犀利：一会

儿是“百日剧变”，一会儿又是涨价，除了牵引媒体视线，

其背后的目的更是叵测。 吸引眼球？ 在房市低迷之际，在若

干房地产商纷纷低价促销的关口，潘石屹偏偏背其道而行之

，抛出“涨价论”，是忽悠大众趁机买房还是撒娇，使个小

性子，抑或就是赌气，这耐人寻味。 大家都降价，惟独潘石



屹提价。业内人士分析，这是潘石屹的一个销售策略。楼市

和股市一样，买涨不买跌。事实证明，上半年，部分开发商

的降价并没有给项目带来成交量的增加，反而形成一种“越

降越没人买”的恶性循环。潘石屹现在涨价，会让投资者感

觉到投资升值，有些人就可能跟风投资。 不仅是潘石屹，就

在不久前，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的夫人王淑琪，买下了公司

旗下一套价格近两千万元的公寓，其总面积为375.03平方米，

价格为1922.1714万元，每平方米价格超过了5万元。王淑琪还

买了一个20万元的车位。房地产大鳄们的这些举措，被认为

是吸引公众眼球，力挺楼市的一种表现。但此次潘石屹提出

涨价论或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 难言之隐？ 相对于其他的房

地产大鳄，潘石屹在2008年可谓赚足了市场的眼球，自其上

半年做出了“百日巨变”的推断，认为“房地产市场即将发

生巨变，大量企业将进行整合”之后，一石击起千层浪，引

发了市场众多人士的强烈反应，众多中小开发商纷纷在通过

网络等媒体奋起还击。 在不久前，潘石屹再发言论称：房地

产行业资金短缺情况正在恶化，“房地产寒冬”来临。潘石

屹认为，从今年8月的情况来看，中国房地产行业资金短缺的

危险因素不但没有减弱、消除，反而在恶化。但仅仅没有过

几天，潘石屹就抛出了涨价论，这无疑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有分析人士表示，房地产降价可不是好玩的游戏，要是房价

真降下来了，有可能买房的人更少，因为购房者还指望有更

低的价位。因此，在这时潘石屹一改前期对于房地产市场的

判断，而宣布在9月1日起全面涨价，则不仅仅是为了吸引公

众的眼球了。 由是观之，潘石屹的观点是一以贯之，那就是

：房地产行业整体严峻，政府应积极救市，不然大家一起倒



霉。然而正如报道所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救市声渐弱，

政府并未如房地产商期待得那样出手施救，在这一情势下，

潘石屹果断抛出了“涨价论”，似乎不无赌气的意味。所谓

“一不做二不休”，靠人不如靠己，横下一条心：涨价！这

种冒险之举兴许是转圜的契机，潘氏是否有此心态，也许只

有他自己知道了。 房市低迷是不争的事实。大量的楼盘借机

奥运开始甩卖。折扣从最初的9折、8折，打到7折，甚至达

到6.6折。有的楼盘房屋总价降幅高达百万元。业界资深分析

师称，奥运会后，北京房价还会进一步下降。 对于楼市的冷

淡，着急的不仅仅是潘石屹和地产大佬们，还包括下游的各

行各业。 楼市的冬天影响扩散到各个行业 楼市的低迷对于下

面的各个行业的影响巨大，如：建材行业、五金行业、家居

等行业。 上半年，住宅销售30352套，比上年同期下降46%.其

中，6月当月销售住宅7377套，比5月少销381套，比上年6月少

销6726套。 房价对建材价格的影响，其实就是建材供求关系

对价格的影响。当供应大于需求，价格就会下降，而供应小

于需求，价格就会提高。 从这点我们可以分析出，随着08年

前3个季度房地产市场观望态势的日渐明显，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量并未增加，甚至还有一定数量的减少。开发商由于市场

景气程度下降、资金无法回笼等原因，也逐渐放缓新楼盘的

建设。这就使得与楼市的“疯狂时期”相比，建筑材料的需

求量相对减少。 若不考虑其他因素对建材价格的影响，建材

应该属于供应量较大的阶段，价格也应该相应的下降。但是

由于钢材价格的不稳定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建材价格的变动

受房价影响相对要小很多。因此房价的理性回归会影响建材

价格，但影响的幅度相当有限，甚至还会因为上游行业涨价



而被湮没。 房产业扩散到家居业 家居业是房地产业的下游产

业，房产疲软，家居业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今年上半年，

不少建材市场、家装企业由于不堪重负而退出市场。卫浴产

品等价格同比下降，某著名品牌经销商告诉记者，今年上半

年，他代理的品牌卫浴产品，总的零售额比去年同期至少下

降30%，其中家具业的利润空间更是被极大的进行了压缩。 

据悉，我国木材市场供需缺口很大，每年木材总需求量超过3

亿立方米，但实际可能供给量约为2亿立方米，年均缺口总量

为1亿立方米甚至更多。同时，家具辅助材料的价格也在持续

上涨，如涂料、胶黏剂、五金件等价格涨势在去年年底开始

加速，仅五金配件一项成本的涨幅就达20%，这使得家具企

业的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高企的成本严重压缩了家具行业

的利润空间。 作为家居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五金配件市场也

同样受到了重创。上游产业的低迷导致下游产业同样不景气

，五金配件市场的供需开始失衡；另一方面，铁矿石、有色

金属、陶瓷等行业价格不断飙升，五金业原材料上涨幅度较

大，加上人工、运输等成本的不断增加，五金行业各企业尤

其是实力较为薄弱的中小企业已经处在市场竞争的风口浪尖

。 后记： 当房市整个低迷期，妄想通过涨价以期险中求胜，

恐怕也是梦呓。曾几何时，某房地产公司如此打广告：房价

不会跳水，只是在做俯卧撑。究竟是俯卧撑，还是死撑？不

管如何，在房市持续低迷面前，即便是“猪坚强”也挽救不

了整个房地产界，与其死撑或者赌气，还不如练练叉腰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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