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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物价走势，专家
认为，CPI同比涨幅在二季度
仍可能有所波动，但后续总体
趋于回落。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认为，整
体而言疫情导致需求走弱成
为主导物价走势的主要因
素，预计 CPI 涨幅将趋于回
落，也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

节提供空间。
郭丽岩分析，综合考虑翘

尾和预期新涨价因素，CPI将
呈现“前高后低”的运行态势，
二季度以后，随着疫情影响逐
步褪去，稳定物价总水平的有
利因素将明显增多，下半年
CPI 同比涨幅有望出现持续
回落。

（据新华社）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无论是炒作还是真收，

“喝茶费”说法频频出现，
背后是较低的违法成本。

若是“作妖”炒作，
“喝茶费”带来的法律后
果只是“约谈”或者“自查
自纠”。若确有其事，一
套房收了百万元“喝茶
费”，罚款仅约为1／10。

以深圳为例，此前住
建部门发布的通知表示，
一旦发现有变相强制服
务并收取费用的，按照
《深圳市房地产市场监管
办法》相关规定，按违法

行为涉及商品房数量每
套处10万元罚款。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
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
嘉认为，“喝茶费”若隐若
现，一定程度反映了部分
地区楼市供需失调的市
场情绪。

相关部门采取摇号、
限价等措施对楼市进行
调控，部分开发商有利益
考虑，一些有支付能力的
购房者需求强烈，种种因
素催生了“喝茶费”的生
存空间。

专家建议，在严厉打

击“喝茶费”等违法行为
之外，要在供给侧方面采
取措施，加强供应、建立
更为健康的房地产市场。

为了缓解房价过高
导致的住房焦虑，增加住
房供应，深圳2018年提
出系统构建面向2035年
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
将新增建设筹集各类住
房170万套，其中政府限
价的公共住房总量不少
于100万套。近年来，深
圳推出了多宗限价地块，
推进公共住房建设。

（据新华社）

想买千万元楼盘，先交百万元“喝茶费”。近期开发商和中介收取“喝茶费”的说
法再现深圳楼市。“喝茶费”是否属实？到底是营销炒作，还是供需失调所致？

“总价约1150万元，
‘喝茶费’70 多万元。”
“总价2200多万元，‘喝
茶费’150万元。”……

近日，“喝茶费”（即
更名费）重现深圳楼市。
有网友爆料，位于深圳宝
安中心区的新锦安海纳
公馆、润恒都市名荟、榕
江云玺锦庭等新盘对外
宣称售罄，实际上转为内
部消化，缴纳“喝茶费”后
才可买房。

记者3月下旬走访该
片区时看到，新锦安海纳
公馆项目仍在建设中，施
工网上印有“热销中”三
个大字。有中介人员称，
该项目还有少量房源，但

要另交65万元至80万元
的“喝茶费”更名。“即使
算上这笔费用，也低于周
边一些二手房价格。”

公开信息显示，新锦
安海纳公馆于2019年6
月获批预售并开盘，共
1889 套，单价每平方米
7.4万元至10.8万元，总
价每套562万元至1274
万元。

4月10日，记者致电
新锦安海纳公馆售楼处，
对方称无房源在售。然
而，记者10日在深圳市
房地产信息平台查询发
现，该项目还有约150套
房源显示“期房待售”。

目前，深圳市场上有

一种说法称，宝安区、南
山区有部分楼盘收“喝茶
费”，“这是因为政府对新
楼盘限价，开发商备案价
备不上去，就通过第三方
来加价。还有一些开发
商把自己的资产先以子
公司名义打包购买，再对
外出售，这就相当于左手
倒右手”。

榕江云玺锦庭开发
商4月7日发布声明称，

“任何以‘帮忙打折’‘帮
忙留房’为由私自向购房
者索要‘喝茶费’或者资
金监管等行为均属于欺
诈行为。经内部调查，本
司无任何员工参与此事，
也未做任何承诺。”

面对“喝茶费”再现楼
市，深圳住房主管部门快
速发声，称将严格查处。

宝安区住房和建设
局4月3日发布通知，联
合市场监管、公安、税务
等相关部门对房企和中
介收取“喝茶费”等价外
费用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一旦发现将暂停涉案楼
盘全部房源网签权限。

南山区住房和建设
局9日发布通知，表示近
日该局收到相关投诉，反
映个别中介从业人员涉
嫌恶意炒作、哄抬房价，
将联合相关执法部门依
法严格查处。

记者10日从宝安区
住房和建设局了解到，3
日以来，该局已会同市场
监管部门随机调取涉嫌
收取“喝茶费”的三个项
目的80余份购房合同，
对购房人进行电话核查，
暂无购房人表示支付过
价外费用。同时，该局已
约谈相关开发商，要求企
业进行内部自查自纠，并
派员到相应中介机构调
查。截至目前，尚未掌握
中介人员收取“喝茶费”
等价外费用的证据。相
关调查仍在推进中。

长期关注深圳楼市
发展的深圳市房地产和

城市建设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王锋认为，一方面深
圳每年新增约50万户籍
人口，但可售商品房库存
仅在300万平方米以内，
从住房基本面上看，存在
住房供应不足问题，并且
新房和二手房价格还有
倒挂现象，要警惕房企和
中介通过收取“喝茶费”
规避限价政策；另一方
面，要小心“喝茶费”可能
是人为制造“一房难求”
假象的营销手段。

“‘喝茶费’不论是真
是假，都在扰乱房地产市
场秩序，需要严厉查处。”
王锋说。

想买千万元楼盘，先交百万元“喝茶费”，
“作妖”炒作还是供需失调

楼市“喝茶费”歪风何时止？

“售罄”还有房？ 千万元楼盘需百万元“喝茶费”

“喝茶费”：营销炒作还是供需失调？

歪风何时止？供应严管“两手抓”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4.3％，涨幅比上月回落0.9个百分点。一季度，
CPI同比上涨4.9％。专家分析，未来随着疫情影响和翘尾因素影
响的减弱，稳定物价总水平的有利因素将明显增多，下半年CPI
同比涨幅有望逐步回落。

3月份CPI涨幅回落
未来物价走势如何？

3月份CPI同比上涨，食品
价格是主要推动因素。数据显
示，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3％，
影响CPI上涨约3.7个百分点。

食品中，猪肉价格同比上
涨 116.4％，涨幅回落 18.8 个
百分点；牛肉、羊肉、鸡肉和鸭
肉价格涨幅在10.7％至21.7％
之间。此外，鲜菜价格由上月
上涨转为下降0.1％；鲜果价格
下降6.1％，降幅扩大0.5个百
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CPI同比

涨幅已开始回落，从更能反映
短期变动的环比数据看，CPI
环比由上月上涨0.8％转为下
降1.2％，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
上涨4.3％转为下降3.8％。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
统计师董莉娟介绍，食品中，
春季时令菜上市量增加，物流
运输成本下降，鲜菜价格环比
下降12.2％；随着生猪调运逐
步畅通、屠宰企业复工复产、
各地陆续加大储备肉投放力
度，猪肉价格环比下降6.9％。

CPI同比上涨，食品价格是主要推动因素

记者在上海的超市和市
场走访了解到，3月份，精瘦肉
等猪肉商品以及鸡蛋、鸡肉均
价较2月份回落。不少商户告
诉记者，3月以来货品运输更
加通畅、供应增多。

“3月以来蔬菜价格明显
比之前便宜，特别是现在去超
市，即便在下午还能挑到较新
鲜的叶菜，可见城市又活跃起
来了。”上海市民齐菲说。

“3月份以来，随着疫情在
全国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主
要农副产品生产主体复工复
产进度加快，鲜活农副产品运
输通道逐步畅通，储备冻肉精
准有序投放，农副食品有效供
应明显增加，市场运行秩序良
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
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郭丽
岩说。

非食品价格保持了相对
稳定，3月份环比下降0.4％，
降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
点。董莉娟介绍，非食品中，
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汽
油、柴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环
比分别下降 9.7％、10.5％和
4.3％；疫情期间出行大幅减
少，飞机票价格下降28.5％。

“整体来看，CPI运行中枢
保持稳定，一季度扣除食品和
能源之外的核心CPI同比增速
为1.2％，反映出当前经济总供
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的基本
态势未变。”郭丽岩说。

与此同时，困难群众生活
需要持续关注。近期出台的3
月至6月阶段性提高每月价格
临时补贴标准1倍等措施，有
助于进一步缓解物价上涨对
困难群众生活的影响。

整体来看，CPI运行中枢保持稳定

专家：CPI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运行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