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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还没拿到 房价已缩水20%

楼市骤冷 业主能否要求补偿差价

本报记者 董 伟

还没有拿到钥匙 ， 房价竟已缩水了
20%。 北京米拉小镇的准业主们决定联合
起来 “维权”。

9月23日， 业主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
售楼处门口， 要求开发商给予 “差价全额
补偿”。 楼盘项目负责人徐天薇表示， 公
司没有补差价的义务， 顶多给前期买房者
免除5年物业费的 “奖励”。 双方僵持不下
时， 准业主们开始威胁要退房。

随着限购等调控政策显露出威力， 曾
经火热的楼市正在吹起一阵寒风。 开发商
在重压下纷纷选择降价促销， 房价只涨不
跌的神话也就此破灭。 然而， 这却大大激
怒了早先以较高价格买下期房的购房者。
因此， 近期在各地陆续上演了一出出 “维
权” 剧。 北京市通州区京贸国际楼盘的业
主和开发商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 警方不
得不介入。

米拉小镇要平和得多。 在准业主维权
的那天， 开发商派5名保安守住售楼处门
口， 让准业主们在楼外等待项目负责人。
一个小时以后， 徐天薇赶到， 和一些准业
主的代表进行谈判。

准业主们先把自己的损失摆了出来：
几个月以前， 米拉小镇售价每平方米在两
万元以上。 如今， 房子尚未封顶， 售价已
经降了4000元， 如果买了100平方米， 差
价就是40万元啊。 “我们都是工薪阶层，
这40万是好挣的吗？”

在现场， 一位中年妇女甚至哭了起
来。 她和丈夫离婚， 没有房子， 现寄居在
姐姐家里。 因为没房子， 儿子判给了爸
爸。 “我拿出所有的钱， 不仅是为了自己
住， 还是为了能和儿子一起生活。” 一个
大腹便便的孕妇称， 她等着这房子生孩子
呢， 一下子亏这么多， 受不了！

徐天薇说， 对大家的心情都很理解。
这么大的损失， 搁谁都心疼， 开发商也不
乐意看到这种情况。 不过， 买房子是自己
的选择， 你情我愿， 没有谁强迫， 当下有
了损失不能找别人埋单。 “正是考虑到大
家的实际情况， 我们才决定免除5年物业
费做奖励。 这对公司来说， 已经很不容易
了。”

准业主们一致断然拒绝了这个条件。
他们认为， 跟自己的损失相比， 5年物业
费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开发商的决定毫无
诚意， “我们要求的是差价全额补偿！”

徐天薇说， 公司也愿意把房价卖得越
来越高， 大家跟着升值开心。 然而， 市场
环境变了， 别的楼盘也在降价销售， 米拉
小镇不能独自硬扛着。 促销也是不得已。
另外， 企业也有权力这么做。 现在， 大家
要求补差价， 公司不知道理是什么。 毕竟
公司从没有承诺过新房降价就补偿老房

主。
“就像买股票一样， 你今天买了， 明

天跌了， 你能找证监会主席去讨差价吗？
我们当初买这块地皮时， 价格非常高， 每
平方米9000元， 要是地价落了， 我们能去
找政府要差价吗？ 反过来说， 现在市场行
情不好， 可是如果明年房价上去了， 我们
能要求各位加钱吗？” 徐天薇说。

她介绍， 在米拉小镇开盘之初 ， 全
国楼市正处于一片火爆之中 。 那时候售
楼处也是围满了人———来排号抢购的 。
虽然该楼盘挨近北京的六环 ， 距离市中
心又相当远， 但是仍然有不少人看好其
区位优势和升值潜力 。 有的准业主甚至
是赶在北京限购令生效的前一个深夜签

的合同。
徐天薇的话仿佛打中了准业主们的

“七寸”。 准业主们深知， 虽然他们满腔怒
火， 一肚子委屈， 但是却很难得到法律的
支持。

这样的事情已有先例。 2009年， 北京
昌平曾经有一个楼盘， 开盘时标价每平方
米两万元， 结果20天后就降到了8000元，
引发了早期购房者的不满。 告到法院， 购
房者最后败诉了。 法律只保护开发商与购
房人的契约。 因此， 在最近的 “维权潮”
中， 业主们普遍采取的是群体性施压模
式。

有准业主提出， 当初售楼小姐把楼盘
夸得天花乱坠， 还言之凿凿地保证楼盘的
成本价在1.8万元以上， 售价怎么着也不
可能低于此数， 这又怎么说？

徐天薇带的律师答道， “一切以合同
条款为准！ 销售的话仅供参考。”

“那么说， 我们听信销售小姐的话，
被骗活该？” 一个准业主反问。

“你们都是成年人了， 应该能为自己
的行为负责。” 律师回答。

一下子谈判的气氛紧张起来。 米拉小
镇的宣传册写着： “漫坡、 花海、 浓荫，

我家的内庭院”， “让人想起和煦阳光的
建筑” ……

现在， 准业主们开心不起来了。 一位
准业主说： “本来我想买10层以上的， 售
楼小姐说， 除了一层还有两套外， 其余都
没了。 她还让我看了销售排版， 上面全插
上了红旗。 可是现在呢， 什么楼层都还有
未售出的房子。 另外， 他们宣传说这里是
亦庄， 但其实属于通州管， 我小孩上学都
是个麻烦。 这还不算欺骗吗？”

如今这些全不作数的， 售楼小姐的影
子都不见了 。 剩下的只有合同 。 不幸的
是， 准业主们似乎没人仔细阅读过合同。
如徐天薇律师所说 ， 合同里明确规定 ，
“出卖人发布的广告、 楼书、 样板间、 模
型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宣传资料和口头介

绍， 仅作为买受人选择商品房的参考， 不
构成主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组成部分， 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均仅以主合同及补充协议

约定的条款为准。”
面对上述情景， 一位准业主说： “我

真是傻透了， 竟然相信售楼小姐的话。”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准业主们决定

“鱼死网破”： 要求退房。 可是他们却悲哀
地发现， 按照合同， 如果是开发商违约，
需要支付业主已付房款1%的违约金 ； 如
果是业主违约， 需赔付开发商总房款10%
的违约金。

“即便是10%的违约金 ， 我们也认
了！ 哪怕退了房， 我原地还买米拉小镇，
不是还少赔点吗？” 在和售楼处外的工作
人员商量后， 一些准业主的代表说道。

徐天薇似乎没有想到准业主们如此决

绝。 她说： “公司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情
况， 退房走什么流程， 需要公司研究才能
答复。”

她还强调， 如果准业主在 “十一” 之
前不和公司达成协议的， 那么连5年物业
费减免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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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暴涨暴跌 信息不对等

炒作黄金白银可能“死在大牛市半路”

本报记者 众 石

“为什么有人哭天喊地寻死觅活 ？”
在经历了又一轮贵金属价格惨烈下跌之

后， 被坊间称为 “白银卫士” 的环球财经
研究院院长宋鸿兵感到非常无奈。

上周以来， 在创出1920美元/盎司的
历史高点后， 几近疯狂的国际金价突露
“狰狞”， 连续3个交易日跌幅超过13%,最
低下探至1550美元/盎司。 而被称为 “有
生以来、 甚至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机会”
的白银， 则狂跌34%， 从每盎司40美元一
路探至26美元。

帮华尔街洗劫自己

“超级暴跌” 使得部分黄金白银投资

者损失惨重 。 尤其是玩期货 “纸黄金 ”
和 “纸白银 ” 的炒作型投资者， 更是遭
遇强行平仓， 本钱都输掉了 。 以白银为
例， 今年年初开始趋热 ， 一些金融机构
推出白银期货业务 ， 保证金比例只有
10.5%， 相当于用10元可投资买卖100元白
银。 而同时， 只要银价跌幅超过10%， 保
证金就面临 “亏光” 的危险。 可以想象，
超过30%的连续跌停， 要让多少人赔光输
净了。

“我一贯反对普通人玩期货或T+D，
这是在帮华尔街洗劫普通投资人自己 ！”
宋鸿兵在微博中称， “长期地、 坚定地、
稳步地投资， 远比急功近利 、 朝三暮四
的投资回报高！ 怎么很多人就搞不明白
呢？”

其实， 今年5月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就
经历过一场 “过山车” 行情。 白银价格也
一度暴跌超过30%， 从每盎司49美元的高
位下跌到33美元。 不过， 那些被忽悠的认
为 “买白银比买白菜划算” 的投资者， 似
乎并没有吸取教训。

经历了5月的暴跌后， 一些损失巨大
的投资者就明白了 “被人家定点清洗” 的
惨痛。 这一次， 同样有人搬出 “阴谋论”
来为失败寻找理由。 比如， 高赛尔公司的
贵金属分析师就认为， “阴谋一” 是美国
为了自己国债能够顺利发行， 通过打压黄
金， 使得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对黄金失去信
心， 然后重塑美元的强势， 以吸引外围资
金； “阴谋二”， 是欧洲金融体系出现了
流动性危机， 银行系统的资产在迅速恶
化 ， 不少银行在抛售黄金资产换取流动
性，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

无从求证的猜测改变不了市场既定的

风险。 本轮贵金属的下跌其实早有征兆，
市场分析人士称， 美元走强是直接诱因，
而黄金白银价格已经被炒得过高， 获利资
金本身也有套现要求。

宋鸿兵虽然一直是白银投资的坚定

“唱多者”， 但他多次提醒投资者： 在金融
战争的血雨腥风中， 别人掌握的信息及时
性和准确度之高， 远非中国散户所能比。
“战争开始就意味着失败的结局。 因为对
方早已将市场变化的趋势和仓位看得清清

楚楚， 而我们却滞后了这么多天！ 这根本
不是一个信息对等的市场， 更像是一个屠
宰场！”

白银市场暴涨暴跌的特性暴露无遗，
这很可能颠覆投资者心目中 “稳赚不
赔 ” 的投资神话 。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左小蕾曾表示 ， 当黄金 、 白银 、 大宗
商品的价格已经远远偏离其使用价值 ，
作为投资品的定价机制也 “完全颠覆了
经济学基本原理 ”， 不以供求关系为基
础。

她认为， 市场的实际情况是金融资本
利用 “升值” 或 “贬值” 的信息， 不断调
动资金进行投机， 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或下跌， 制造赚取价差的机会。

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

不过， 宋鸿兵认为美元长期贬值乃大
势所趋， 大宗商品包括金银长期牛市的趋
势并未逆转。 从这个意义上讲， 黄金白银
市场的调整， 特别是深度调整， 是健康和
有益的。 “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 涨得越
猛可能会跌得越厉害。”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张炳南则称 ，

从2000年起开始的黄金长线牛市是以美
元的信用危机为基础 ， 只要这个基础没
有改变， 金价振荡走高的趋势就不会改
变。

但很多投资者对一些显而易见的常识

未必清楚。 从全球范围来看 ， 相对于外
汇、 股市， 黄金白银市场规模要小得多，
也更容易被大资金操纵 。 中国的金银交
易量虽然逐日壮大， 可依然是 “影子市
场 ”， 国内的价格只能被动跟随国际价
格 。 持保守投资态度的分析普遍认为 ，
对于普通 “散户 ” 投资者而言 ， 除非有
很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较好的专业技术，
一般不建议盲目参与期货类的 “纸黄
金”、 “纸白银” 投资， 尤其是保证金杠
杆交易。

人们说 “乱世藏金”， 是特指实物黄
金， 而非任何数字化的 “黄金所有权 ”。
在纸币滥发、 信用失效的动荡年代， 老百
姓不得不把黄金这种几千年留存下来的

“诚实货币 ”， 当做最后的 “吃饭钱 ” 和
“保命钱”。 不过， 今天黄金投资客们的
目的 ， 则是在电脑上根据K线图博取金
价短线涨跌的差价 ， 二者观念早已是天
壤之别。

一些市场人士认为， 当黄金白银都处
于历史高位的时候， 普通投资者应该以
合适的比例与平和的心态 ， 将贵金属作
为资产组合的一种， 来降低资产的结构
性风险。 而那些赌博心态严重的投资者，
把 “赌 ” 金或 “炒 ” 银作为最重要的盈
利点， 则很可能事与愿违 。 本来想要保
值增值的 ， 却可能 “死在大牛市的半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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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中原：

中国经济短期回调正常
本报北京9月28日电 （记者众石） 在

国际金融危机 “二次探底 ” 警报不断之
际， 中国经济走势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今天在国

新办吹风会上表示， 即便中国经济短期内
出现回调， 仍处于合理区间内。

据测算， 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线大约
为9%~10%，合理波动区间大约8%~12%。他
预计，我国全年经济增速将超过9%，是全
世界增长最快的，对拉动世界经济复苏，避
免“二次探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他说， 经济增速在一个由增长潜力决
定的合理区间内波动， 高一点低一点都没
有关系， “所谓硬着陆之类的担心是不必
要的。”

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慢的原

因， 主要来自劳动力、 土地和其他资源环
境的使用成本上升， 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
红利逐步丧失， 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弱
化。 不过， 由于中国经济潜力巨大， 工业
化和城市化处于快速增长期， 消费热点活
跃， 市场规模和区域回旋余地巨大， 资金
宽裕， 因此未来20~30年增长动力都比较
充足。

卢中原认为， 从 “十二五 ” 后期开
始， 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可能会比前
30年收窄， 而动力将主要来自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 强化技术进步、 管理创新、 劳
动者素质提高等更加持久的因素。

他强调， 未来不必过于在意经济增速
的快慢， “只要增长质量、 协调性可持续
提高， 人民得到更多实惠， 更加公平地分

享发展成果， 即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中
国经济发展也可以说是成功的。”

他说， 从近期来看， 美国、 欧盟经济
复苏道路曲折。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是影响
全球经济的一个重大变数， 中国经济的外
部环境仍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

针对近期舆论再度鼓噪 “人民币升
值”， 卢中原认为是某些人把问题 “简单
化” 了。 事实上， 人民币汇率改革遵循主
动、 可控和渐进的原则， 以市场化形成机
制为目标， 短期看既可能升值， 也可能贬
值， 因此， 汇率的灵活性和弹性更大了。

不过他相信， 由于币值最终是由一个
国家经济综合实力决定的， 只要中国经济
长期向好稳步发展， 那么人民币长期来看
将是坚挺的。

对于中国外汇储备是否必须持有美债

或欧债， 而不得不面临美欧国家 “债务危
机”造成的风险问题，卢中原表示，中国巨
额外汇储备是全球分工的结果，比如，巨大
的贸易顺差中有50%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
加工贸易造成，因此，对中国来说，并不是
“想增加就增加，想不增加就不增加”。

“阿凡达”道具中国制造
这是广东东莞新华南MALL世界电影

道具大展上展出的好莱坞大片 《阿凡达》
中高达2.8米的纳美人原版道具。 9月27
日， 世界电影道具大展在东莞开幕， 展出
了包括 《指环王》、 《星球大战》、 《阿凡
达》 和 《终结者》 等好莱坞卖座大片的近
千件原版道具。 鲜为人知的是， 这些原版
道具都是中国制造， 出自东莞加工企业之
手。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两桶油“移花接木”为哪般

张瑞东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数据显示 ， 今
年我国炼油行业实现利润24亿元的同
时 ， 亏损企业亏损额却达到346亿元 ，
行业有利润 ， 企业又巨亏 ， 这对矛盾
的数据是怎么来的 ？ 中国能源网首席
信息官韩晓平揭露说 ， 中石油 、 中石
化在给自己的炼油厂算账的时候 ， 把
自产石油也按照高价购进的国际原油

计算 ， 这样炼厂的成本直线上升 ， 亏
本也就不在话下了。 （9月28日 《中国

广播网》）
原来如此 ， 一直叫嚷炼油厂亏本的

中石油 、 中石化 “两桶油 ” ， 竟然用了
“移花接木” 的手法。 不但糊弄来国家的
巨额补贴 ， 而且将消费者玩弄于股掌之
中 。 只是 ， “共和国长子 ” 为何耍起了
这样的手段 ？ 细析之下 ， 其动机无非以
下几种：

首先， 为国内高油价 “打埋伏”。 纽
约油价最近一直徘徊在80美元左右 ， 然
而， 国内油价却纹丝不动， 国际、 国内油
价倒挂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民众关于国内
成品油降价的希望也再次升腾起来。 在这
种语境下 ， 坚持不降价的两桶油 ， 渐成
“千夫所指” 的舆论焦点。 然而， 在民意
的风口浪尖上， 两桶油以 “四两拨千斤”
的手法 ， 将公众意志消弭于 “炼油厂亏

损” 的迷离假象中。
其次 ， 给垄断经营穿 “遮羞布 ”。

两桶油本身既采油又炼油， 比起只能靠
买油加工的民营炼油厂来说， 价格优势
明显， 为什么反而成了炼油行业的亏损
大户呢？ 公众对此一直是将信将疑， 但
苦于没有证据无法反驳。 现在， 专家终
于揭了两桶油的老底。 看来， 它们一直
哭喊 “炼油亏损”， 不过是一种掩人耳
目的把戏， 只是为了修正公众心目中的
垄断形象罢了。

另外 ， 为继续索要巨额补贴 “找
由头 ”。 以中石化为例 ， 上市10年来 ，
中国石化仅向社会捐赠22亿元 ， 每年
仅向广大投资者分红100亿元 。 可是 ，
自从2005年以来 ， 中石化累计获得中
央财政的直接补贴已经数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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