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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期!有媒体热议时下的"熟人

社会#!"中国式求人$已成为大行其

道的社会潜规则% 小到求学谋职!大

到兴业办厂!无人不求人!无处不求

人% 尽管由于人们的社会分工不同&

角色定位各异!"求人$ 现象不可避

免!但"求$字背后蕴含的无奈&厌烦

与困扰!却值得反思与破解%

也许! 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

概括五花八门&纷繁多样的"求人$

现象% 一是"跑$!比如"跑门路$"跑

资金$"跑项目$"跑官要官$!就是要

"找人$"使钱$!以求打通关节% 二是

"拼爹$!这里的"拼爹$并非单指父

辈的影响!而是"裙带关系$的代名

词%三是"信访不信法$%人们在需要

维权时! 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 "依

法$而是"求人$!指望"领导批示$%

市场有规律!凡事有规则!人们

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按规则办事!

凭本事吃饭! 缘何非要乐此不疲地

求人问道呢' 究其原因不外有三(一

是资源不均衡! 优质资源的稀缺让

人们难抑捷足先登的冲动!比如)择

校$*二是制度不完善!由于法规设

计不尽科学与周密!为)求人$预留

了趋利避害和自由裁量的空间*三

是权力无制约%

透过形形色色的)求人$怪象!

我们看到的是规则的孱弱和权力的

强势% 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架构

中!最令人敬畏的不应是权力!而应是法律% 破解)求

人$之困!必须营造摒弃人治&崇尚法治的社会环境!

充分维护法律制度的权威! 以明规则战胜潜规则!逐

步实现从)靠关系$到)靠法律$!从)身份社会$到)契

约社会$的浴火重生% 远离)求人之风$&缔造法治社

会!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开出药方% 比如!

加大民生投入和优质资源供给!尽可能压缩)求人$生存

空间*堵塞制度漏洞!切实简政放权!做到)放$)管$有

度!潜心便民&利民&惠民!为弃)求人$潜规疏道清淤*

强化法制刚性!严格权力监督!恪守办事程序%

唯此!才能破解)中国式求人$之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光明日报 +张玉胜,

! ! ! ! !"世纪经济报道 !月 "#日，国家
统计局发布 $ 月房价数据，%& 个大中城
市中 !$个城市环比上涨，其中一线城市
同比、环比涨幅全面居前。这已经是一线
城市连续 $个月领涨全国。在房价连涨的
背后，“价格管制”或将成为地方落地房价
目标责任制下普遍选择的方式。继北京高
调宣布“限价”之后，广州、深圳等地亦对
房价进行管制。
广州要求，从 '月 ()日起，全面执行

商品住宅预*销+售价格网上申报制度，其
预售价格需要接市国土房管部门的价格

指导等。北京规定最严，要求新房实际成
交价格不得高于前一期和周边区域楼盘
价格，与此同时，现房也需接受价格指
导。在一、二线城市普遍采取价格干预之
后，安徽、河南等地也将在 %月 "日起公
开要求限价。

北京的一位房地产代理机构人士分
析，(,"" 年开始，各地为控房价，一定时

间内通过价格备案干预房价的方式并不
少见，“国五条以来，限价公开化而且执行
趋严”。有业内人士认为，国五条落地三个
月，已进入落实期，按照目前的市场预期
情况来看，完成房价目标的难度较大，在
严格的房价目标责任之下，各地为力求一
个漂亮的“房价”数字，不得不采取干预房
价的措施。 +纪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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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连续5个月领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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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豪宅”
唱多与误导

! ! ! !楼市调控根本没有放松，但楼市唱多
的“好声音”似乎越来越激昂嘹亮，其背景
音乐最乱人心魂的基调为———“地王”屡
创。“地王”屡创确实推高了市场对未来房
价的价格预期，土地拍卖市场出价高者
得，确实符合目前的游戏规律，但土地拍
卖溢价率高也确实会推涨房价，这不仅是
一种心理预期，同时，对现在的房价
也会产生推高的催化作用。

最近上海一家媒体披露一则消
息：“截至 (,"-年 .月，今年上海市
单价 /, 万元以上的天价豪宅成交
),套，其中别墅豪宅 0套。……今年
成交总套数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但是天价豪宅的成交似乎没有受到
楼市调控政策频频出台的影响，总
体来说毫不逊色，基本维持‘卖得火’的市
场局面。在近几年楼市‘史上最严厉’调控
的市场背景下，天价豪宅逆势实现成交量
大幅上涨，表现出富裕阶层对于天价豪宅
保值、增值属性的认同。”

笔者对于如此鼓吹“天价豪宅”逆势
大幅上涨的观点不敢苛同，并直观地认为
这是在误导楼市的购买消费观念和行为。
对于“天价豪宅”的现象，笔者不由地想发
出几声“天问”。

问之一!是否存在价格误导"

上海商品房的销售均价在 (万多元，
“天价豪宅”号称单价在 /,万元以上，是
上海均价的 .倍。尽管一年近百套的“天
价豪宅”销售数量并不多，但足以称之
为上海高房价的风向标。风向标越高，
作用力越大。尤其是“天价豪宅”周围
楼盘在销售时，会不停地鼓噪：“周围的
楼盘都卖到单价 /,万元以上了，而我们
才卖 !万多，算是便宜的。”这肯定是一

种消费误导，而这种误导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又是一种推涨房价的行为。而专业
性不强的购房者往往容易被这种现象所
误导，从而使房产商达到销售高价房的
目的。如果“天价豪宅”热销的信息强
势发布，更会对市场起到一种震慑作
用，从而莫名其妙地成为房价上涨的
“帮凶”。笔者认为“天价豪宅”可以存
在，但不宜鼓吹，更不要以此作为推涨房
价的理由。

问之二!谁为#天价豪宅$买单"

“天价豪宅”是目前楼市的极端购买
消费，光披露成交数量肯定会给人们留下
几许猜疑。媒体是否能披露购房者的行业
和经济地位，对“天价豪宅”购买群体作出
归类分析。笔者猜测“天价豪宅”的购买群
体应该由几类人组成：其一境外人士；其
二暴富阶层；其三享乐阶层。但这些都不
是目前楼市的主流消费群，既不能模仿，
也不值得提倡。如果这类人群中还掺杂着

一些收入来源不明的“不法之徒”，
那问题就更复杂了。

问之三!%天价豪宅& 购买者是

否在打%限购限贷&的擦边球"

笔者一直有一种疑虑：“限购限
贷”之下，为什么还能有那么多人购
买豪宅，甚至是天价豪宅呢？买得起
天价豪宅的一般都是限购对象，他
们凭什么可以再购房呢？“天价豪

宅”购买行为是否在打政策的擦边球，甚
至是违反政策造假购买。同样，“天价豪
宅”如果不是一次性付款完成购买的，是
否存在造假骗贷，或者违规贷款。在房地产
调控依然严厉的时期，任何人都必须遵守
游戏规则，否则，会再次造成社会财富和
资源的分配不公平和不合理，更不利于房
地产行业的有序发展。 +孙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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