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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港高铁广深段

拟于

12

月

26

日开通运营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中

广州铁路 （集团） 公司网站昨日发布消息

称， 广深港高铁广深段建设竣工后， 经初步验

收合格并完成运行试验， 已具备开通条件， 将

于

12

月

26

日正式开通运营。

广深港高铁广深段起自广州南站， 沿线设

庆盛、 虎门、 光明城等

3

个车站， 止于深圳北

站， 线路全长

102

公里。 运营初期最高时速

300

公里。 广深港高铁广深段运营初期计划开

行动车组列车

36

对。 每日最早开车时间为

7

时， 最晚开车时间为

22

时。 广州南站至深圳

北站最快运行时间为

35

分钟， 较目前既有的

广深铁路动车组列车最快运行时间缩短

34

分

钟。 广深港高铁广深段运营初期动车组列车票

价为一等座

100

元、 二等座

75

元。

房价自高点跌去一成，近七成房地产中介关门

深圳楼市变局山雨欲来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中

2011

年年底的深圳楼市， 显得

不那么平静。 在号称史上最严厉的

一轮调控政策下， 作为具有风向标

意义的深圳楼市， 在外界一片喊

降声中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 近

日，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百城房

价报告， 数据显示， 包括深圳在

内的十大城市住宅价格全部环比

下降， 这也是深圳房价连续第

4

个月环比下降。 深圳楼市的 “拐

点” 到来了吗？ 处于房产调控关

键期的深圳， 或许， 也正处在风雨

骤变的前夕。

调控层层加码

控房价目标初步实现

今年

3

月， 全国

608

个城市开

始陆续公布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

目标，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也在其官

方网站上公布了今年新建住房价格

控制目标：

2011

年全市新建住房

价格指数的涨幅低于全市本年度国

民生产总值 （

GDP

） 和常住人口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为控制

房价上涨， 深圳在继续执行限购、

限贷政策的同时， 于今年

5

月份开

始执行更为具体的 “限价政策”，

对每个预售项目进行价格上限限

制， 并分片区制定均价上限， 超过

价格上限的不能获准预售。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

11

个

月， 深圳新房累计成交量不仅少

于去年， 而且少于全球金融海啸

爆发的

2008

年； 成交价不仅连续

4

个月环比下跌， 而且今年

1

至

11

月总体均价比去年同期下跌约

2%

。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最新数据

显示，

11

月份， 深圳新房成交均

价为

18757

元

/

平方米， 环比下跌

362

元

/

平方米， 跌幅

2%

， 是今年

7

月份以来连续第

4

个月下跌， 累

计回落

2183

元

/

平方米， 跌幅已达

10%

。

与此同时， 深圳市统计局的数

据表明， 今年

1

至

11

月， 深圳市

累计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1945.51

亿

元， 同比增长

14%

， 增长速度较

去年同期加快

1.3

个百分点。 由此

看来， 无论是看官方口径， 还是民

间统计数字， 和大部分城市一样，

深圳实现今年年初提出的房价控制

目标已无悬念。

不仅如此， 此前不计入房价统

计口径的二手房也难逃调控命运。

今年

7

月中旬， 为打击二手房交易

中的 “阴阳合同” 和投资、 投机性

购房， 深圳祭出了 “杀手锏” ———

二手房交易按评估价征税， 此前一

直担当深圳楼市成交量主力的二手

房交易开始跌入低谷。

据业内人士介绍， 深圳二手房

成交量多年来保持在一手房的

3

倍

左右， 二手房新政实施后， 该比例

一度颠倒过来： 二手房成交量仅占

一手房的三成。 最新数据显示， 目

前二手房成交量的 “弱势” 格局仍

未改变， 一手房成交量仍为二手房

成交量的

1.57

倍。

连锁反应：

业主“闹房”中介倒闭

房价开始下跌了， 有人欢喜有

人忧。 “忧” 的人不只是开发商，

还有那些可能买在了房价最高位的

人们和依靠佣金、 提成生活的房地

产中介。

“金九银十” 破灭后， 深圳房

价自

10

月份开始进入下行的快速

通道。 而随着开发商打折促销力度

的加大， 也出现了集体维权的业

主。 这些业主多是前期高价购买了

物业的购房者， 随着房价的下行，

他们所购买的物业直接贬值， 并由

此在全国各地引发了业主 “退房

潮”， 深圳也不例外。 不过， 与往

年不同的是， 此次业主的 “闹房”

行为并没有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

反而是 “房产具有投资属性 ” 、

“契约精神” 等关键词被不断提及。

2011

年的退房潮， 仅仅只是楼市

降价潮中的一个小插曲。

而对于房地产中介来说，

2011

年的冬天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难熬。 进入

11

月份， 对楼市最

为敏感的房地产中介终于撑不住

了。 “深圳中原地产被曝裁员

2000

人” 的消息不胫而走， 引起

全国关注。 尽管随后， 中原地产华

南区高层回应称， 裁员店面和人数

没有传闻中那么多， 但这无疑已成

为

2011

年深圳楼市的一个标志性

事件。

实际上， 从今年

4

月份开始，

深圳部分房地产中介店铺关门的消

息就已传开。 而随着

7

月份二手房

新政的实施， 二手房成交量持续低

迷， 一些主要依靠二手房 “吃饭”

的中介店铺不得不被迫关门歇业。

根据深圳市房地产协会的初步统

计， 今年初， 深圳的房地产中介店

铺有

8000

多家， 而现在， 这一数

字已经锐减到了

2200

家左右。

楼市进入买方市场？

今年以来， 随着调控层层加

码， 深圳楼市库存量持续上升， 购

房者和开发商的心态已悄然转变，

有专家认为， 深圳楼市正在进入买

房市场。

根据世联地产的调查， 今年前

三季度， 深圳购房者信心指数在一

线城市中 “垫底”， 自第二季度购

房者信心指数跌破

50

后， 第三季

度继续下滑。 三季度深圳购房者信

心指数为

49.4

， 在一线城市中最

低， 较二季度下降

0.5

。 值得注意

的是， 在第三季度， 购房者预期

未来房价下跌的比例也首次超过

了上涨的比例， 意味着房地产市场

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数据显示，

56%

的深圳购房者认为房价会下降， 比

二季度增加

21%

， 只有

24%

购房者

认为房价会上涨。 在这样的背景下，

购房者的观望情绪也愈发明显。

而部分 “先知先觉” 的深圳开发

商们则早已放下身段， 先降价为强。

早在今年

4

月末， 中海、 万科位于深

圳的多个楼盘就已率先打破僵局， 以

“限价” 的名义开始了降价促销行为，

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 时至年底，

楼市调控高压态势不减， 而在经历了

连续几个月的房价继续下跌之后， 降

价似已成为各方共识， 开发商降价的

幅度也逐步提升， 实质性降价不断涌

现。 有专家断言， 深圳楼市已进入买

方市场， 房价拐点已经到来。

明年珠三角取消限购令可能性不大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在即将过去的

2011

年里， 全国

房地产市场终于止涨， 珠三角楼市也

由热转冷。 明年市场景况如何？ 限购

政策会松绑吗？

对此，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多位

业内专家表示， 明年房地产调控的主

体方向将不会发生变化， 珠三角楼市

取消限购令的可能性不大， 但不排除

对政策进行微调； 预计明年市场将继

续过冬， 开发商将继续采取 “降价跑

量” 的营销手段。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谢逸枫称， 限购令是 “开发商

最害怕的政策”。 他表示， 限购令所

起的作用非常明显， 以深圳为例， 限

购令有效地遏制了深圳房地产市场的

投机行为， 减少了热钱的流入。 “以

限购令为代表的多项调控措施对稳定

房地产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且有利

于地方政府实现年度房价调控目标。

我认为， 明年限购政策将继续施行，

但不排除部分城市对限购政策细则进

行调整。” 他说。

合富置业首席分析师龙斌表示，

限购政策执行后， 珠三角住宅市场成

交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过去在深

圳、 广州、 佛山等地， 购房者以多套

置业者居多， 限购令执行后， 首套置

业者转变为主要购房人群。 此外， 中

小户型成交占比和郊区楼盘成交占比

都出现了大幅上升。 商业地产因不受

限购影响， 成交量受影响不大， 且价

格同比出现大幅上涨。

世联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王海斌

表示， 在珠三角的几个重点城市里，

限购、 限价对两类城市影响最大， 一

类是属于成熟市场的城市， 如广州、

深圳， 另一类属于刚起步的城市， 如

中山。 尽管现在全国明确表示延续限

购的城市只有

11

个， 但从另一面看，

还没有一个城市敢明言取消限购， 且

从监管层面看， 明年还将继续坚持严

厉的调控政策， 所以明年这些城市取

消限购令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存在微

调的可能性。

明年限购政策可能会出现怎样的

微调？ 龙斌认为， “明年房地产市场

对于什么是合理购房需求和如何支持

合理购房需求会有一个反思。” 龙斌

表示， 限购政策应支持自住需求， 遏

制投机需求。

谢逸枫表示， 地方土地财政吃

紧是普遍现象， 明年部分城市可能

在调控具体细则上做文章。 比如，

限购的区域范围， 可能从全地区缩

小到中心区， 城市郊区不纳入限购；

限购的人群， 可能只限拥有

3

套或

以上住房的人群， 对持有两套及两

套以下的放开。

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 即使明

年部分城市的限购政策出现微调， 房

价也不会出现

2009

年时的快速反扑。

这主要与房地产的行情和大环境相

关。 明年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

政策， 银行信贷不可能大幅放松。 且

除了限购政策外， 还有一系列调控手

段， 不可能全部取消。 此外， 保障房

将逐步进入市场， 我国房地产市场将

逐渐形成双轨制。

何时适合买房？ 王海斌认为， 当

前已经有不少开发商采取了 “一降到

底” 的降价措施， 对于刚需人群来

说， 可关注这些大幅降价的房源。

相关新闻

Relative News

和黄鹿特丹港口拓建工程

引来天价索赔诉讼

荷兰媒体日前报道， 香港和记黄浦港口集

团旗下的欧洲集装箱码头公司 （

ＥＣＴ

） 证实因

荷兰鹿特丹港务局港口拓展工程给其造成损

失， 要求索赔

９

亿欧元。

ＥＣＴ

近日已向鹿特丹港务局提起诉讼， 但

拒绝透露整个事情的原委。 据法院传票上的信

息透露，

ＥＣＴ

认为自己受到了鹿特丹港口的不

公平待遇

,

称因鹿特丹港口与 “马斯平原垦地

二期规划” 合作的新客户签订了比其条件更优

惠的协议。

ＥＣＴ

要求鹿特丹港口要么推迟 “马

斯平原垦地二期规划” 投入运营， 要么解除双

方目前的协议。

鹿特丹港务局则发布新闻公报说， “马斯

平原垦地二期规划” 经过地方和中央政府严格

审核。 港务局首席执行官斯汉·斯密斯说：

“港务局对所有的客户都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

对

ＥＣＴ

提出的 ‘不公平待遇’ 诉讼表示完全

不赞同。”

(

据新华社电

)

深惠莞消委会：

降价潮中购房须谨慎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中

昨日， 针对当前各地楼价松动， 多地出

现购房者退房的现象， 深圳惠州东莞三市消

费者委员会发布今年第八期消费提示， 提醒

消费者在楼市降价潮中购房须谨慎。

该提示称， 房价仍可能下行， 开发商为

尽快回笼资金防止资金链断裂， 以各种手段

进行促销， 甚至不惜打出 “三年后原价回购”

的口号， 甚为诱人； 而部分已置业或投资的

消费者却萌发退房念头， 以房子周边环境、

虚假宣传、 承诺不兑现等各种理由提出退房。

深惠莞消委会表示， 房价下降对已购房的老

百姓和投资者打击很大， 但消费者也应回归

理性， 信守的契约精神。 尽管当前房价松动

优惠多多， 但消费者应谨慎考虑和理性应对。

因此， 深惠莞三市消委会郑重提醒广大

消费者， 买房容易， 退房难， 降价潮中购房

须谨慎。 并提醒广大消费者， 购房把好以下

几个环节： 一是了解房子的性质， 是否属合

法交易的商品房， 是否具备预售楼许可证。

二是了解房子的周边环境， 是否存在对居住

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因素或设施。 三是认购

书、 合同等文书是否存在限制个人权利的情

形， 尤其是在退订 （定）、 退房方面是否有显

失公平的条款， 千万不要抱着 “买到优惠再

算账” 的侥幸心理。 四是开发商或销售人员

的重要承诺， 比如赠送面积、 房贷、 回购等，

必须以书面形式写进认购书或购房合同， 以

备不测。

港交所发布

信息披露监管新政策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香港交易所日前宣布有关披露监管资讯

及交易安排的新政策， 以便港交所发布上市

公司讯息系统 （包括披露易网站） 运作受阻

时， 投资者能够从其他渠道得知上市公司必

须向交易所呈报的讯息。

根据修订后的政策， 万一披露易网站及

现存两个公告板运作受阻， 港交所将会启动

一个新公告板； 如果上市公司在新公告板网

址被广泛发布之前， 刊发了股价敏感资料公

告 （业绩公告除外）， 交易所或会对有关上市

公司， 实施 “停牌半日” 政策， 以便投资者

有充足时间查阅新公告板以及阅览有关上市

公司公告。

如果港交所认为， 新公告板网址未能在

相关资讯系统服务中断后、 首个交易时段开

始至少

30

分钟前被广泛发布， 交易所或会要

求公布股价敏感资料 （业绩除外） 的上市公

司证券暂停交易。

内地客赴港扫货 深圳口岸挤爆棚

证券时报记者 唐盛

临近圣诞节及元旦这两个百货

零售业的传统销售黄金旺季， 加之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于明年

1

月份

起向部分合资格内地居民开放 “

e

道” 自助过关服务， 这些因素都大

大刺激了内地旅客赴港旅游消费的

意愿。 上周末， 罗湖、 皇岗、 福

田、 深圳湾等多个口岸突然迎来猛

增的过境客流高峰， 让深圳一线口

岸全面告急。 过去数日内， 最为繁

忙的罗湖口岸接连出现 “挤爆棚”

的景象： 边境大约

200

多平方米的

深港分界区内， 一度被过境旅客挤

得水泄不通； 关口处大排长龙的过

关队伍则延伸到了过境大堂外的罗

湖商业城内……

昨日中午， 证券时报记者于非高

峰时段经由平时相对客流较清淡的福

田口岸出境， 亲身体验了一把内地

游客热情高涨赴港消费的拥挤情境：

中午

12

点

30

分， 正是一般人的

午饭和午休时间， 记者在福田口岸大

厅里见到这里人头攒动， 明显要比平

日里繁忙、 热闹许多。 在内地边检一

边的每个窗口前都至少排着

10

个等

待过境的旅客， 在持

L

签旅游团队过

境通道前， 也有三、 四个临时组团的

旅游团在等候过关。 有趣的是， 这些

准备过境的大部分旅客都拖着拉杆

箱、 蛇皮袋等 “大型购物容器”。 据

了解， 这些内地旅行团的行程多为

5

至

7

天， 而随着香港圣诞打折季的开

始， 购物成为他们行程安排中的 “重

头戏”， 他们的购物单也是列得满满

当当的。

等到记者过了深圳边境， 在香港

入境处一边同样看到被广东人称为

“打蛇饼” 似的过境人流。 很明显，

香港入境处也增开了过境服务窗口，

加派了人手疏导人流。 在入境大厅的

一角， 记者发现有数十人在一个办公

室门口排起了长队， 向保安人员打听

后才知道， 这些人是在等候香港入境

处边境管制站派筹， 轮候申请开通

“

e

道” 自助过关服务的内地旅客。

记者在落马洲搭乘上一列往红勘

方向的火车进入香港。 一路上车厢内

嘈杂着天南海北的口音， 言谈话语中

流露出兴奋和期待……在上水站下车

后看表， 时间刚过

1

点半， 但车站内

同样是旅客川流不息， 附近的上水中

心、 上水购物中心等大型商场内各商

铺热闹非凡。 最能吸引内地游客慷慨

解囊的是几家大型连锁超市和服装品

牌店。 据记者在一家大型超市内观察，

这里的顾客大多为内地女性， 年龄段

以中青年为主， 所购物品以奶粉、 尿

片等婴幼儿用品以及巧克力、 港产药

品等应节和居家生活品居多， 且人均

消费接近千元， 几乎每名顾客走出店

门时都可以用满载而归来形容。 一名

家庭主妇模样的女士向记者表示，

“现在港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很便宜， 加

上香港出售的商品向来就比内地出售

的同类货品价格要低一些， 如果再考

虑上汇率的因素， 在香港买东西相当

于在很便宜价格多基础上再打个

8

折，

便宜好多呢！ 就快过新年了， 买单出手

肯定要比平时爽快一些啦。”

据悉， 临近圣诞节和春节， 香港

各大商场推出的各种促销活动和香港

工展会吸引了不少旅客。 进入

12

月

后， 每个周六

(3

日、

10

日、

17

日

)

都有超过

30

万人从罗湖管制站入境，

比平时高出约

30%

。

将近

2

点左右， 记者准备同班列

车返回深圳。 候车期间， 先后有两趟前

往罗湖站的北上列车经过， 节节车厢都

被肩扛手拉的旅客挤满； 记者搭乘的前

往落马洲的列车上同样也是座无虚席，

车厢过道里也零散摆放了装满商品的拉

杆箱、 大提包之类的物件……

30

分钟

后， 记者在拎着拉着大包小包的人流

簇拥下走出了福田口岸。 此时为下午

2

点左右， 但福田口岸的公交车站、

的士站早已有很多港从香港 “血拼”

满载而归的人在排队候车。 一位中年

妇女肩扛背包、 一手拉拖车一手提着

大塑料袋， 嘴里不停地和朋友抱怨说

“太累了”， 但脸上还是洋溢出心满意

足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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