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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房地产税被视为调控
楼市的手段，甚至被业内认为是房地
产行业的重大利空。赵合云表示，现
阶段，房地产已经成为我国不少家庭
主要的财富和资产配置手段，因此，
该税种的开征安排可能会改变人们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进而影响宏
观经济的稳定。“从长远来看，房地
产税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调控房地产
市场特别是房价，而是作为推动国家
治理现代化、地方税体系建设、房地
产市场健康发展等的一种制度安排，
因此预计未来将重启立法及相关征
收工作。”

赵合云介绍，在房地产税征收工

作开展过程中，“先试点后立法”的
制度尤为重要，试点城市上海执行的
主要是增量征收，而重庆则侧重于对
高端存量的征收，目的是通过征税稳
定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的势头，以此
抑制居民投机和非基本住房需求。

“从试点效果来看，两地征收房地产
税对房价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房地
产税的收入甚微，对地方财政收入贡
献较小。”

“房地产税立法及试点本意是通
过税收来建立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模
式，即缴税即获得了享受城市公共服
务的权利。缴纳率高、缴纳水平高的
城市，公共服务也好，不动产也能保

值。”李宇嘉表示，由于人们对该税
种的认识存在偏误，导致房地产税被
误读是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调节贫
富差距，从而带来了持有不动产会产
生巨大成本的预期。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认
为：“从此次立法规划来看，至少三
至五年内房地产税的开征不具备
市场基础。即便开征，对有合理居
住需求购房者的影响并不大。毕
竟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激活合理住房消费
需求、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才是重
点工作，此次规划释放的信号总体上
符合预期。”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报道：深
圳“认房不认贷”政策落地已半月有
余，市场表现如何？据深圳贝壳研究
院监测发现，在刚刚过去的半个月里，
深 圳 楼 市 二 手 房 带 看 量 环 比 上 升
74%、成交量环比上升 62%，新增客源
量上升超过 28%。深圳贝壳研究院认
为，深圳楼市“金九”行情初步显现。

台风浇不熄看房热情

据了解，此前深圳实行“认房又认
贷”政策，购房人家庭名下须在深无
住房且无贷款记录，新购住房才能算
首套，首付三成。8 月 30 日晚，深圳
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通知，官宣跟进
实施“认房不认贷”：自 8 月 31 日起，
居民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申请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时，
家庭成员在深圳市名下无成套住房
的，不论是否已利用贷款购买过住
房，银行业金融机构均按首套住房执
行信贷政策。

政策宣布调整后，多位业内人士

表示利好市场。乐有家营销总裁孟凡
振认为，“认房不认贷”比较贴合实际
的房地产市场需求，切中了目前刚需
及改善的痛点，可以满足更多合理的
改善居住需求，在当前供求关系发生
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该优化政策可以
进一步起到稳定预期的积极作用，但
并不会带来房价明显的反弹。

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统计，自从深
圳“认房不认贷”政策落地后，市场活
跃度明显提升，即使深圳最近两周有台
风暴雨影响，也并未“浇灭”置业者的
看房、买房热情，其中二手房带看量环
比前15天（8 月 15 日-8 月 29 日，下同）
增长 74%、成交量环比增长 62%。若是
与去年同期对比，增幅更是超两倍。不
过与成交火热的 2019 年同期相比，实
际成交量还未达到当年一半水平。

另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统计，新政
后 15 天新增挂牌量环比增长 28.1%、
新增客源量环比增长 28.8%，反映了
在利好政策推动下，买卖双方入市更
加积极，为后市成交量上行提供有效
支撑。

近千万元住宅成交增多

深圳贝壳研究院介绍，目前深圳楼
市仍是以刚需成交为主，但新政后15天
换房改善型需求加速释放，其中总价
750 万-1000 万元物业成交占比扩大
3.8%，涨幅领先其他总价区间；其次是
200万-300万元，环比扩大2.5%。

另外，新政后 15 天置业者更倾向
选择中大户型，其中 60-90 平方米户
型成交占比为 48.6%，环比扩大 3.6%；
其次是 144 平方米以上户型，成交占
比为6.4%，环比扩大0.8%。

在近期政策利好频出、楼市预期改
善的氛围下，开发商推盘积极性增强。
其中9月8日，深圳获批预售的新盘共有
6个，提前放量布局“金九银十”行情。

根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统计，今年9
月上半月（统计时间截至 9 月 15 日），
深圳共有11个项目（包含人才房等类
型）取得批售，合计供应住宅 7009 套，
环比增长 325.8%，创今年以来月度上
半月住宅供应量新高。

房地产税立法
或将暂缓

释放何种信号？
有专家指出，楼市稳预期是当前重点；

也有观点认为，长远来看仍可能择机开征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徐炜伦

房地产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只不过，这一次是暂缓立
法的消息。在9月7日公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规划》中，财税领域的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关税法等明确在本
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内提请审议，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法却未
被提及。而五年前，2018年 9月公布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立法规划》中，房地产税法被纳入第一类项目，属于条件
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

此次立法规划中未再提及房地产税，被广泛认为表明该
税立法工作暂缓。有专家指出，在当前房地产市场预期不稳、
房价下行的背景下，不利于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工作；不过，亦
有观点认为，房地产税的目的并非直接调控房地产市场，从长
远角度判断仍可能择机开征。

我国房地产税征收工作推进
已久，但直至2011年上海、重庆成
为试点城市后，才正式进入对个
人住宅征收房地产税的阶段。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
进改革”，中央层面首次提及房地
产税立法工作。至今年，其间各
相关部门的多个文件和重要会议
都反复研究、不断调整房地产税
改革方案，但进度偏慢，一直没有
正式启动立法工作。

今年4月，我国全面实现不动
产统一登记，一度被视作“完成了
征收房地产税的前置条件”，“房
地产税征收在即”的话题热度再
次提升。不过，此次《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未提及房
地产税法，或释放暂缓开展房地

产税征收工作的信号。
“税收立法是一个慎重缓慢的

过程，需要稳健推进。而房地产
税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税种，
它的立法更需要通盘考虑，特别
是对外释放相关政策信号时需要
高度谨慎；其次，这也和我国房地
产税改革‘先试点后立法’的总体
安排密切相关。”广东财经大学财
政税务学院教授赵合云表示，财
政部 2022 年 3月 16日关于“不具
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条
件”的表态，就已说明了目前房地
产税的立法条件并未满足，还涉
及许多尚未厘清的理论与实务问
题。赵合云认为，房地产税的相
关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预计大
多数地区在短期内不会开征房地
产税。

房地产税一度被认为“征收在即”

对个人住宅征收房地产税，会对
房地产市场预期的转变产生深远影
响。2021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授
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
改革试点工作，彼时楼市成交遇冷，
购房者对房价走势信心转弱，甚至部
分业主开始考虑抛售手中多余房产。

“不管是2021年 10月份财政部
提出的房地产税第二轮试点，还是房
地产税列入一类立法计划（立法先
行、分步实施），对房地产市场的预
期冲击都是明显的，突出表现在
2021 年下半年和 2022 年上半年二
手房挂牌量大幅增长以及挂牌价格

调整，这对于本已下行的市场会造成
打击。”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
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

目前，房地产销售下行压力仍然
明显。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3.58 亿平方
米，同比下降 24.3%；商品房销售额
13.33 万亿元，同比下降 26.7%。此
数据相当于退回到 2017 年，当年商
品房销售面积16.9亿平方米，商品房
销售额13.37万亿元，首次突破13万
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
面 积 59515 万 平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5.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2.8%。

“尽管近期以‘认房不认贷’为核
心的一揽子纾困政策出台，但市场交
易量回升还不明显，‘只看不买’的
观望情绪仍然浓厚。”李宇嘉表示，
当下，楼市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预期
不稳，稳预期是稳房价、稳交易的关
键和前提，释放“房地产税立法推
后”的信号，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赵合云认为：“从近几年宏观经
济形势来看，稳中求进一直是宏观调
控的主基调，房地产税立法安排的任
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比较明显地影响
到市场预期。因此，我国开征房地产
税的时机并未成熟。”

楼市压力影响房地产税开征时机

房地产税并非直接作为调控楼市手段

深圳实施“认房不认贷”半月
二手房成交量环比涨62%

新华社电“九一八”事变爆发92
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
证陈列馆公开最新发现的重要史料
——侵华日军军医将校名簿。

该史料是由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特聘教授、日本学者松野诚也于今年
7月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的。这
份史料名为《将校名簿 现役将官》
《将校名簿 现役军医》，其中记载了
731部队军医的基本信息，及1944年
以后其所属、调整、复员等内容，涵盖
了从中将到少尉等职务，包含731部
队同其他卫生部队的人员流转情况，
证明 731 部队与其他卫生部队有人
员交流。

松野诚也介绍，这份史料有两
册，既包括将官、少将以上的日本高
级将校，也有军医大佐、少尉等。例
如，731部队两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北
野政次，何时成为军医少将、中将，何
时工作调动等情况，都被记载得很清
楚。设在南京的侵华日军1644部队

将校名簿也被首次发现。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馆长金成民介绍，通过和既往史
料对比、梳理、研究，可以更为全面地
了解二战末期侵华日军军医将校的
总体情况与任职经历，是深化731部
队总体规模、人员构成、职级军阶等
问题研究的核心资料，是全方位认知
侵华日军罪行、军医协同犯罪的关键
证据，对还原历史真相、推进学术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电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
爆发 92 周年。18 日上午，社会各界
人士在沈阳隆重集会，举行撞钟鸣警
仪式，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初秋的沈阳，已有微微凉意。沈
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
巨大的台历形石碑上，时间凝固在
1931年9月18日。

9时 18分，仪式在嘹亮的国歌声
中开始。“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
前，人们列队整齐，神情肃穆。14名

社会各界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槌，
撞响“警世钟”。14响钟声回荡在空
中，寓意着中华民族 14 年抗日战争
的艰辛历程，声声入心。

警报声划破天际，鸣响3分钟，街
道上的汽车纷纷停下，鸣笛示警，行
人驻足肃立。辽宁省其他 13个城市
也同时鸣响防空警报，共同铭记这一
国难日。

91 岁的老兵李维波对记者说：
“92年过去了，现在日子越来越好，可

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要时刻记住，
落后就要挨打，要团结起来，建设强
大的国家。”

前来参加撞钟鸣警活动的沈阳
市第五中学学生曲建祯说：“少年强
则国强，我们一定努力学习，做有抱
负有理想的有志少年。我们会把先
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融入学习
中，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

自1995年以来，每逢“九一八”这
天，警报都会在沈阳这座城市拉响。

新华社电 9月 18日是“九一八”
事变爆发92周年纪念日。在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各
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缅怀遇难同
胞，祈愿世界和平。上午10时，江苏
全省拉响防空警报，车辆停驶，行人
驻足。

上午9时 18分，升国旗、撞响和
平大钟仪式在纪念馆公祭广场举
行。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致敬，脱
帽行注目礼，少先队员行队礼，全场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代
表、青少年代表、教师代表、部队官
兵代表、紫金草志愿者代表等6人共
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在广场上空
久久回荡，警示人们筑牢历史记忆、
维护正义和平。

已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余昌祥
的女儿余惠如是当日的撞钟代表。
她说：“父亲的遗愿是历史悲剧不再
重演，子孙后代永远生活在和平的阳
光下。我一直牢记父亲的嘱托，不忘
历史，并肩负起传承历史记忆的重
任，为维护和平安宁尽一份力。”

纪念馆外，参观者已排起长队。
南京农业大学学生程宇选择这一天
前往纪念馆，缅怀遇难同胞。“在纪
念馆外听到国歌响起，看到国旗升
起，我热泪盈眶。我们会记住历史，
并在和平的今天更加珍惜当下的生
活。”她说。

“在这样重要的历史节点，通过
仪式化的活动，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历
史。纪念馆每天开馆时响起的钟声，
都在警醒世人，以史为鉴，面向未
来。”纪念馆教育服务部负责人金海
燕说。

当日，“永远的铭刻——抗战历
史记忆版画展”在纪念馆开展。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上海师范大
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以下简
称“研究中心”）获悉，9 月 18 日 9 时
许，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蒋
奶奶在湖南省平江县去世，享年 101
岁。至此，研究中心统计的中国大陆
在世的受害幸存者仅剩 10 人。

2021 年 5 月，蒋奶奶向研究中心
公开了自己的经历。此后，研究中心
赴实地考察，并将其确认为日军“慰
安妇”制度受害者。

蒋奶奶 1922 年出生于湖南省，曾
参加过抗日战争，于 1939 年报名参
军，后被分配到野战医院担架团，负
责照顾和运输伤兵。野战医院撤走
后，蒋奶奶不幸被日军抓住，被囚禁
于日军驻扎地的阁楼上，遭受日军性

奴役。因不堪日军折磨，蒋奶奶跳窗
出逃，摔伤了脚。

9 月 18 日，研究中心接到蒋奶奶
家属通知，老人近日来水米不进，于
当日上午 9 时许去世。

今年 8 月，另两位日军“慰安妇”
制度受害幸存者相继离世。8 月 29
日，王志凤老人在海南省澄迈县去
世，享年 99 岁，她曾在电影《二十二》
中出镜。8 月 30 日，伟奶奶在湖南省
平江县去世，享年 100 岁。

近年来，研究中心调研团队多次
赴湖南、山西等地调研，通过实地走
访、聆听受害者口述、查阅县志等方
式建立研究档案。据研究中心统计，
目前中国大陆在世的受害幸存者人
数为 10 人。

勿忘九一八

全省拉响
防空警报
车辆停驶
行人驻足

14响钟声警世 不忘14载抗战艰辛

侵华日军731部队军医名簿
原始档案首次公布

又一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去世
大陆在世的仅10人

江
苏

沈
阳

以史为鉴
守护和平

A

B

C

9 月 18 日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新华社发

在 侵 华 日
军第七三一部
队罪证陈列馆
拍摄的将校名
簿（影印件）
新华社发

9 月 18
日 ，观 众 在
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
馆 内 参 观

“ 永 远 的 铭
刻 —— 抗 战
历史记忆版
画展”
新华社发

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