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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房價調控規定“國五條”細則公布

即屆滿1個月，先前除了廣東省推出地方

性的執行細則，北京、上海與重慶3月30

日晚公布執行細則，均強調個人出售住房

將征收轉讓所得20%的所得稅，政策收緊

的意味甚濃。

雖然分析師對於調控措施能否成功持懷

疑態度，但相關舉措可能會降低住房市場未

來數月的成交量，因為購房者可能保持觀

望，在政策效果明朗前不會輕舉妄動。

根據新的調控細則，北京市戶籍成年

單身人士在本市未擁有住房的，限購一套

住房，並進一步提高所有商業貸款二套房

貸的首付比例。上海市則要求提高第二套

住房的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

此前，中國國務院於3月1日宣布出售

自有住房按規定應征收的個人所得稅，應

農村來的年輕工人（第九屆華賽攝影獲獎作品）

吳香君，1996年出生，湖南懷化人，中專文化，在台州一家汽車廠擔任裝配工人，實

習期收入1100元。據統計，在中國有從農村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約2億多人，近年來，農民

工隊伍中出現了一個新群體，就是上世紀90年代後出生的農民工，估計有4000萬人左右。

位於北京新光天地的4 0 0 0 平方米

Panasonic center Beijing(鬆下北京展廳)，

如今已是“人去樓空”。

北京新光天地五層展廳旁邊的電梯扶手

處，一張公告牌上醒目地寫著：鬆下展廳運

營時間已達五年之多，雙方當初設定此項目

的合作期已經結束，並在3月18日正式閉

館。

這裡曾是鬆下海外首個設立的展廳。

2007年7月，鬆下在位於北京市新光天地高

級百貨店的5-6層開設佔地面積約為4000平

方米的展廳。該展廳主 要面向中國普通的

消費者提供幾乎涵蓋鬆下在數碼、IT、家

電、電工等各領域的先進產品和技術的展

示，並成為鬆下與用戶舉辦各種線下互動活

動的重要“聚集地”。

此前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鬆下

北京展廳還受到組委會的推薦，至今已有

215萬人參展。在關閉該展廳後，在日本本

土以外鬆下的大型展廳據悉隻剩下越南河內

的展廳。

對於關閉展廳一事，鬆下集團相關負責

人近日對媒體表示，當初設立展廳主要目的

是為了提升鬆下在中國的品牌價值，現在這

個目標已經實現，因此為了配合集團事業結

构轉型，公司決定關閉該展廳。

但有分析人士認為，鬆下已經連續嚴重

從去年的7月17日到今年的3月29日，

100日元可兌換的人民幣數量從8.01快速下

滑到6.65，貶值幅度約達17%，已經深刻影

響到了中國進出口情況。日元快速貶值使許

多出口商措手不及，有不少出口商因此利潤

由正轉負，他們甚至不敢接來自日本的大單

長單。

   出口企業叫苦不迭
去年6月，日元成為繼美元後第二個可

以直接與人民幣交易的幣種。這對企業來

說，本來是個利好消息，可以減少因為美元

匯率波動帶來的損失。可這樣的好處還沒享

受幾個月，麻煩便接踵而至。

“兩個月前的單子，現在交貨結算，本

來可以有5 %的利潤，結果現在卻虧損了

5%。”浙江出口商張新華表示，最近每接

一份來自日本的訂單，都要斟酌很久，但最

終賺錢的訂單寥寥無幾。

張新華出口日本的產品都是玩具等小商

品，本來利潤就很低，匯率的變動讓他的利

潤幾乎由正轉負。除此之外，日元貶值還套

牢了張新華許多流動資金。

“隻能盡量少接日本的訂單。”張新華

告訴記者，面對日元貶值的情況，除了一些

長期合作的日本客戶訂單外，他們幾乎拒絕

了所有的日本訂單，他們把更多精力放在了

新興市場的開辟上。

和張新華不同，另一家鞋類出口商趙敏

對日出口採用的是美元結算，雖然日元的波

動並未讓其蒙受和張新華似的“巨大損

失”，但是也並不是沒有影響。

“日本採購商都以日元貶值為由在壓低

價格，利潤越來越低。”趙敏抱怨道，其實

在此之前，日本採購商已經將大量訂單轉移

依法嚴格按轉讓所得的20%計征，同時在

房價上漲過快的城市提高二套房住房貸款

的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樓市新政出台

後，市場預計一線城市還將發布進一步的

調控細則。

聯昌國際證券分析師胡繼中表示，這

些調控措施隻會在一段時間內有效，雖然

成交量可能會因此放緩，但預計房價不會

下跌。市場流動性依然充裕。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由於

房地產市場佔到中國經濟總量的近八分之

一，中國政府似乎無意對住房市場的驅動

因素進行根本性的調整。

由於中國市場的利率較低，除了住房

以外國民的投資范圍有限，而且地方政府

對於土地出讓收入存在依賴，因此中國房

地產市場勢頭旺盛。

雖然中國政府已表示計劃將房產稅試

點范圍擴大到上海和重慶以外的更多城

市，但相關進展一直緩慢，這也在一定程

度上滋生了投資性購房。因此，自2010年

初以來，決策者一直不得不採取一些權宜

措施應急，為房地產市場降溫。2011年至

2012年房價漲勢放緩，但近幾個月來隨著

需求反彈，房價開始回升。北京市現有的

調控措施允許當地家庭購買二套住房，但

已擁有兩套住房以上的不得繼續購房。這

些措施一度導致為購房而出現的假離婚。

新的調控細則顯示，北京和上海均表

示，將進一步加強對購房資格的審查。上

海市表示，將調動更多資源來審查購房者

的社保繳付情況和婚姻狀態。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月份

北京新建住房價格較上年同期上漲5.9%，

上海上漲了3.4%。

北京和上海表示，將嚴格按個人轉讓住

房所得的20%征收個人所得稅。北京市表

示，出售五年以上唯一住房免征個稅。上海

市沒有詳細說明此類售房交易是否免稅。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規定住房轉讓交

易按出售所得利潤計征20%的所得稅，但

由於缺乏關於初始購房價格的準確資料，

售房者常常隻需按照售價的1 % 至3 % 繳

稅。

根據私營企業和政府部門統計的銷售

數據，受樓市調控預期影響，許多買賣雙

方突擊達成交易，因此3月份中國一些城

市的二手房銷量較2月份大幅上升。根據

北京市住房管理部門的數據，北京市3月

份二手房銷量從2月份的10,123套增至逾

40000套。

虧損，此舉可能是鬆下將重心從消費級市場

向企業級市場轉向的信號。

2007年7月北京展廳開業之時，鬆下還

發布了一份不錯的財報。報告顯示，當年4

至6月份鬆下凈利潤同比增長9.7%，為393.1

億日元；營收同比增長4.8%，為2.24萬億日

元。但五年的時間，包括鬆下在內的日本消

費電子企業陷虧損的泥淖。繼2011財年鬆

下出現7800億日元的巨額虧損後，鬆下預

期2012年將出現約7650億日元的虧損。

此前中國電子商會副秘書長陸刃波表

示，鬆下連續兩年巨額虧損，除了日元升值

等外部原因，還因為戰略決策失誤。例如，

之前鬆下收購三洋電機，大力向新能源業務

轉型，不過新能源業務至今沒有形成規模；

而目前佔鬆下收入七八成的還是家電整機及

上遊零部件。此外，鬆下在彩電、數碼相

機、白色家電等領域推陳出新的速度慢於同

行領先企業，導致虧損。

巨虧之下的鬆下不得不持續瘦身，進行

多項資產出售和裁員，並在不久前關閉上海

等離子工廠。

到東南亞了，如果不滿足他們降低價格的要

求，最終會導致訂單流失。“很糾結，接了

利潤太低，不接又沒有生意。”他說。

趙敏告訴記者，公司今年以來對日出口

的業務已經縮水30%，如果日元繼續貶值，

即使他們採取的是美元結算，也會受到很大

影響。

山東聚合貿易有限公司負責人李先生也

是叫苦不迭，他告訴記者，每次看到日元又

貶值都很無奈，由於手裡還有不少訂單沒有

交付，現在算起來肯定會賠了。

對日貿易業務的企業普遍表示，為了盡

可能地規避風險，日本的大單長單都盡量不

接。有的企業還表示，必要時會採取漲價的

措施來應對利潤縮減，但漲價的後果可能會

造成訂單流失。

   減少出口 加大進口
和出口企業不同的是，記者在採訪時發

現，一些進出口貿易公司在承擔對日出口業務

的同時，也有進口貿易，面對日元不斷貶值，

他們採取的措施是減少出口、加大進口。

張祖是青島一家進出口公司的經理。他

告訴記者，由於日元的大幅貶值，使得一些

出口企業利潤縮減，而自己公司也蒙受了不

少損失，但相對出口而言，日元貶值對進口

確是有利的。

“從日本進口產品的成本大大降低了。”

張祖告訴記者，例如從日本進口一種食品原

來的價格是800日元，折合人民幣大概64元

左右，而現在這種進口食品的價格折合人民

幣卻隻有53元左右，利潤空間變大了。

“原來我們進出口的比例相當，現在我

們更愿意接進口的業務，出口業務選擇性地

接。”張祖告訴記者。

昔日光鮮的鬆下北京展廳如今已是“人去樓空”。

4月1日，人民幣延續升值的態勢，再

度刷新19年來高點，官方制造業PMI和匯

豐中國PMI數據的連續回升均驗證中國經

濟的強勁，業內預計人民幣短期將繼續保持

升值趨勢。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告，當日美元兌人

民幣中間價報6.2674，較上一交易日小幅下

跌15個基點，刷新匯改以來的次高水平。

受中間價走高影響，4月1日早盤，美元兌

人民幣即期匯價以6.2085開盤，盤中最低觸

及6.2077，匯改以來的紀錄再被刷新，同時

也攀升至1 9 9 3年末匯率並軌以來最高水

平。

回顧一季度，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整體節

節走高，3月單月漲幅尤其突出，第一季度

人民幣升幅較去年年末達0.36%，已超過去

年全年升值水平。

但是對於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和持續性，

業內已有質疑。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李晶認

為，未來兩三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幅度

肯定會放緩。以前大家預期每年升值5%或

6%，現在已不可能。“人民幣兌美元基本

是持平，能夠升1%、2%就差不多了。”

李晶解釋稱，現在中國企業受到很大壓

力，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不斷攀高，

環境保護成本也越來越高，如果人民幣再升

值，很多企業就較難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