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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又一个政治季节

政治生活呈现新气象
“新意”“新风”迭现 人们期待“新政”深入

随着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3日在京开幕，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5日举行，中国进入又

一个政治季节。过去3个月来，人们看到中国政治生活中“新意”和“新风”迭现，随着两会的

召开，人们期待着“新政”的深入推行。

今年两会时逢换届，将产生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新的政治架构和布局呼之欲出。此间分

析人士认为，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体现，两会还将进一步夯实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并作出新的具体部署。 （据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看点一]领导人换届：

新人新风格 回应新期待

[看点二]机构改革：

新举措呼之欲出 关键在转变职能

[看点三]反腐倡廉：

构筑“权力之笼” 建立长效机制

[看点四]生态文明：

雾霾肆虐 “美丽中国”面临考验

[看点五]收入分配：

2013改革提速 深层难题待破解

个人售房差价按20%征税

引发巨大反响

□本报记者 吴允波 贾瑞君 魏然

重税能否抑制房价？这一规定引起了政协委员的强烈关注。全国政协委员梅兴保曾
任职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金融工委，又担任过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他对房
价问题一直比较关注。他认为，目前香港等一些地方房产交易的个人所得税也很重，通
过税收来抑制投资性、投机型购房，是一种普遍做法。为了遏制房价，过去政府更多采
取了限购等行政措施，但是行政措施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而且大家很有意见。本次对
房产交易征收重税，则是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取代过去的行政手段来调控房价。他预测
说，“通过这一严厉的调控措施，短期内肯定能遏制房价过快增长。”

“房产个人所得税陡然增长了这么多，人们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但要理性认识这
一问题。”梅兴保分析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要进
城，房产的刚性需求是不断增长的。遏制房价过快增长，肯定是政府的一项长期的目
标。本次对房产交易课以重税，只是政府采取的一项措施。当然，让这一举措产生实
效，需要房产、税务、信贷等部门信息共享，公民身份信息要共享；同时，逐步完善房
地产评估机制，确保这一举措切实能遏制投资、投机型的房产交易。

“过去中央出台了很多抑制房价的举措，效果怎么样，大家都看到了。本次规定对
个人售房差价按20%缴纳个税，我不太乐观。”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
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小济表示，最怕这一重税规定不但没有抑制房价，反而又转嫁到
刚需购房者身上。这些年居民收入分配拉大，主要是股市、房市这两市没搞好造成的。

重税大棒应避免“砸”向购房者！张小济认为，抑制房价必须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大家都明白，目前地方政府离不开土地收入。如果地方政府脱
离不了土地财政，抑制房价就是空谈”。

“征收重税导致交易成本上涨，指望用它拽下高房价是不现实的。相反，房产新政
可能会造成两种情况：要么将负担转嫁给购房者，要么房主惜售使市场供应量减少，间
接推升二手房价。”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也和张小
济持一样的观点，他说，“有几十套房子的人如不卖房，就不会被征税。而新买房的人
却要承担这20%的税负，这样的税收政策不尽合理。因此说，房产税改革应坚持只调节
高端，别增加普通购房者的负担。” (本报北京3月2日电)

■委员建议———

重税大棒应避免“砸”向购房者
国务院办公厅3月1日发出

通知，要求继续做好房地产市

场调控，并出台了五条措施。

其中，最受关注、最引争议的

一条，是出售自有住房严格按

差价的20%征收个人所得税。

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国家

针对当前房价上涨预期增强而

采取的更加严厉的调控措施，

也被业内称为此番调控的“杀

手锏”。

┬调控杀手锏

10年，9次政府调控，房价却一路走高。如何吸取过
去教训，既做到房价合理回归，又避免伤及无辜，是新一
轮楼市调控必须面对的难题。

┬第一季：为房地产业正名(2003-2004年)
结果：“地王”横空出世

2003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促进房地产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提高人民群
众生活水平。”“18号文”开启了十年楼市调控的序幕。在
利好刺激下，房地产市场赢得快速发展，2003年12月，随
着北京世纪第一拍，“地王”首次横空出世。

┬第二季：降温(2005-2008年)
结果：北京房价从约5000元/平方米飙升
至15000元/平方米

2005年3月，国字号条文首次出现，“国八条”出台后
不到半年，更严格的“新国八条”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
2006年，“国六条”出台，随后，“限价房”应运而生。在今
天看来，这一轮调控颇有“先见之明”，然而这仍是房价
上涨的一段“黄金期”。以北京为例，新建住房均价从约
5000元/平方米飙升至15000元/平方米，涨幅达200%。

┬第三季：紧急救市(2008年下半年—2009年)
结果：房价进入“报复性反弹”

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楼市成
为支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强心针。2008年12月国务院常务
会议后，二手房营业税减免等刺激政策给房地产释放了
活力。这一轮“政府托市”使刚刚有所下降的大中城市房
价很快进入“报复性反弹”。

┬第四季：全面加码(2010年至今)
结果：房价这头“脱缰的野马”只是
放慢了些脚步而已

2010年开始，全面加码的调控政策相继出台。“国十
条”祭出限贷政策，当时被称为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一
年后，以限购为主要内容的“新国八条”打出了“杀手
锏”，全国36个城市先期纳入限购范围，此后限购范围越
来越大。限购、限贷、限价三管齐下。

此后，70个大中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得到一定程度的
遏制，但总体上，房价这头“脱缰的野马”只是放慢了些
脚步而已。

┬没有剧终：楼市调控需精细化
业内人士总结十年调控的一个“共性”是，调控过多

在购房者身上做文章，实际上是在抑制需求。中国房地
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说，“限字令”归根结底就是让很多
人没有购房资格，或是提高购房成本。

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委员表示，过去的调控措施主
要在一手房上发力，二手房交易一直难以有效监管和调
控。此番直接向二手房出售所得开刀，能够将一手和二
手市场结合起来，更好地抑制投机，从而遏制房价过快
上涨。

由于购房需求是多样化的，“一刀切”的政策难免伤
及无辜。陈国强说，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求，房价调控
需要精细化的差别对待，政策条款必须对刚需、改善性
需求和投机炒房作出区分。

(据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3月1日晚上11时左右，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公益西桥附近的

一家知名中介公司门店依然灯火通明。一位购房者正忙着与原

业主签合同。“政策细则今天出台，还不知道会对二手房价格带

来什么影响，但我觉得长期看涨，所以不如现在赶紧出手。”购房

者李先生说。

几个小时前，“国五条细则”公布，明确提出“依法严格按转

让所得的20%计征”等细化措施。这立刻在市场产生巨大反响。

据链家地产经纪人吴先生介绍，“国五条”出台后，不少拟购

房者中出现观望情绪，想等到政策细则出台后再作决定。但3月1

日晚上“国五条细则”发布后，不少拟购房者对于“按转让所得的
20%计征个人所得税”十分关注。很多购房者电话询问市场情

况，表现出焦急和担忧。

在经历了春节期间的交易低谷后，北京二手房交易市场已

经快速回暖。根据北京住建委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春节后首周
(2013年2月16—22日)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750套，比春节放

假前最后一周的网签量大幅上涨了51 . 4%。

搜房网当晚的调查显示，

六成网民认为二手房按利差征

税“杀伤力”最大，但近五成

网民仍看涨未来房价。

专家分析，本次调控虽然

需要各地细则出台，但从目前

的市场变化来看，肯定会有非

常大的影响。今后“限贷”政

策将会继续加码。部分高房价

城市将提高二套住房贷款的首

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这或许

不利于改善类需求的顺利释

放。如今限购、限贷政策从

严，满足购房资格的新增购房

需求有限。

■市场反应

受新“国五条”细则影响，部分购房者连夜签约，以

避免多交税款。业内人士认为，在各地政策执行细则未

出台之前，二手房市场将迎来交易高峰。此后，部分购房

者将回归新房市场。

购房者连夜签约避税 抢搭“末班车”

新政策对二手房市场影响明显，但新楼盘可能呈现另一番

景象。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说，短期而言，二手房市

场将迎来交易高峰。在各地政策执行细则未出台之前，对房价

上涨较快的一、二线城市，住房买卖之间价格差距较大，由于

个税按此差额征收，短期内会加速二手房业主与购房人的交

易，争取搭上政策的末班车，二手房交易将进入暂时的高峰

期。这在二手房房价上涨过快的区域将尤其明显。

随着各城市细则的陆续出台，各地新房、二手房市场交易

量将陷入低谷期，价格可能经历滞涨期。但从中长期看，新房

市场将优先于二手房市场率先回涨。随着各地细则的执行，新

房市场由于转让环节税收较少的优势将得以体现，部分购房者

将再次回归至新房市场，带动新房市场交易量涨。

专家认为，“国五条细则”公布后，预计各地将逐渐落实

具体政策，包括房价控制目标制定等，尽管部分二手房购买者

将流向新房市场，但预计房价上涨速度将受到抑制。

(据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新闻链接

楼市十年九调 房价屡调屡高

新楼盘价格上涨趋势将被抑制

接受采访的前来参加两会的政协委员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相较于“新
国五条”，细则的相关规定更加严格、亮点很多、操作性也更强，彰显了政
府调控楼市的决心。

“对于当前已经开始‘抬头’的房地产市场无疑是一剂‘猛药’，其最
终目的依然是对投资、投机者获利进行控制。”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专家
委员会委员张泓铭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廖英敏认为，细则中“大力推进城镇个人住
房信息系统建设，到‘十二五’期末，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原则上要实现联
网”的规定“非常及时和到位”。

“没有房产信息的详细登记和对社会的全面公开，所谓限购和二套房政
策都会落入空谈，‘房姐’、‘房叔’、‘房祖宗’的现象也不会得到根本
遏止。”她说，因此，房产信息登记是一个涉及各个部门以及各级地方政府
的系统工程。

(据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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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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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管住“房姐”现象吗？

┬网络调查

六成网民：杀伤力最大

近五成：未来还是看涨

只要你提出想办企业的申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发给你营业执照，你就可以先开业，

这意味着创业不再有门槛，不再有注册资本作为担保。

先发营业执照，无需再验资，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披露———

今后创业“零门槛”
□本报记者 吴允波 贾瑞君 魏然

“深圳这次尝试是有益的探索，我国近期将进行类似的重大商事制度改革。”3月2
日，在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周伯华向记者透
露，商事制度改革的方案已经初步形成，“既有时间表，也有路线图”，将在本次两会
后全面施行。

只要你提出想办企业的申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发给你营业执照，你就可以先开
业，这意味着创业不再有门槛。周伯华介绍说，这项举措有效地解决了行政审批前置的
难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过去需要行政审批前置的经营项目，经常面临这样
一个难题：前置审批部门说，你没有营业执照就不是一家企业，我怎么给你审批呀？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则说，你没有前置审批，我怎么给你发营业执照？创业者在各部门之间
被推来推去。本次商事制度改革后，工商部门“无门槛”地先发营业执照。如金融业等
需要审批的，企业可以持营业执照再去审批。

目前经营企业需要注册资本，企业创办者要先将钱打到银行，再进行验资。哪怕要
求注册资金很低，这些验资手续都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周伯华说，本次改革则颠
覆了这一传统做法，企业自己认缴注册资本就可以了，不再需要验资。没有验资的要
求，意味着企业要自己对市场负责，不再有注册资本作为担保了。“门槛很低很低，大
门很宽很宽”，这些举措必将大大减少创业者投资的成本和办手续的成本，有利于支持
全民创业。

“总之，就是要把政府不该管的事情交给企业。”周伯华形象地说，任何行业有序
的发展，都不是靠监管部门监管出来的，主要靠企业、行业自身的诚信和自律。“从某
种程度上说，这次商事制度改革也是政府转变政府职能、支持创业的最好体现。”

“办企业没有了门槛，会不会出现一大批皮包公司、空壳公司，甚至一些违法的传
销公司呢？”面对记者的提问，周伯华说，实行宽进政策的同时，工商部门的严管措施
也会随之跟上。目前，国家正在着手建立企业信息库，企业一次违法经营将被警告，二
次违法经营将被责令改正，如果有三次违法，则会被列入黑名单，永远不准再经营同类
项目。“一次失信，就将全国受阻，企业的违法成本将会大大提高。”周伯华说，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将采取类似的多种严管措施，促进企业守法经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秩序
更加规范，让消费者更放心消费。

(本报北京3月2日电)

从3月1日起，深圳全面推

行新的商事登记制度，率先启

用的新版营业执照不再记载经

营范围和注册资本；需要许可

审批的经营项目可先拿营业执

照后审批。

今后开公司不再需要验资

年检，相关程序在网上就能完

成，企业申请执照最迟三天就

可以拿到。

改革后，营业执照不再记

载经营范围；商业登记不用提

交验资证，开办公司无须再为

注册资本发愁；商事主体轻微

违法违规不会被吊销，而是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下年度企业

将不需要年检，改为每年提交

年度报告；将来足不出户上网

可办营业执照；通过公示平台

了解企业信息……

┬深圳新措

改写历史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注册分局局长钟文说，原来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万元，现在无须

再为注册资本发愁，这是股东的事，自己认缴注册资本

登记多少就是多少，理论上一元也可办公司。

“实际上，在注册资本管理这个问题上，政府管不

好，也不应该管。此次改革，对缴付方式进行了调整，

打破注册资本玻璃门，将公司和股东的缴付注册资本情

况纳入社会信用管理范畴，促进公司和股东自律。”

新版公司营业执照会是怎样？记者提前看到，上面

只记载名称、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企业类型、法定代表

人或者负责人、成立日期及注册号，无需写明经营范

围。

“过去，公司成立前就要想好做什么，如同一个人

出生前就必须决定自己将来干什么。这项改革后进一步

给企业松绑了。”营商门槛降低，激活的将是经济社会

更持久的经济活力。

微软诞生在一家旅馆，苹果在自家车库创立，

这样的事情会在中国发生吗？

深圳给出了一个新回答：当然可以！

■业内声音

理论上一元也可办公司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政协委员提了什么提

案？借助清华大学制作的“词云图”，公众可以

数据化地了解委员们所关注的社会、发展、生态

等热点话题。

以记者拿到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67篇

提案为文本，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提供

了一份高频词云图，出现频率越高，离图中心越

近，显示规格越突出。

记者在这份词云图中发现，出现次数前十位

的关键词分别为社会、发展、建设、政府、文

化、企业、生态、管理、经济、创新，出现次数

在441次至196次之间。

从这份“词云图”可以清晰发现，“社会”

超越“发展”，成为委员最关注的话题。在67份

提案中出现了441次，与之相关的社会管理、社会

保障、社会矛盾成为关注的核心议题。委员们呼

吁：社会公共治理格局，应从“大政府、小社

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

(据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社会”超越“发展”

高度聚焦“生态”
——— 委员提案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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