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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没有就房价谈房价，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房地产制度的层面上深入探讨房价问题的根源。
本书指出，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来说，与国内社会和谐相冲突的事情不少，而且许多问题也显而易见
，但目前最为迫切，最容易引起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问题是国内房价的疯涨。
近几年来，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国内房价飙升，房价疯涨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矛盾集中与容
易激化的导火线。
 希望作者的这本书能为国家解决房地产价格狂涨虚高所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有所帮助。
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同行们也能更多地关心房价等社会热点问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和谐作出
中国律师的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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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才亮，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房地产法专家，中国共产党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民事委员会委员兼人身财产权论坛副主任、北京市律师协
会物权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持起草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的指导意见》、《律师承办拆迁法律业务操
作指引》（已经发布并施行）。

    作为国内知名的房地产法专家，多次参加国家立法、司法机关的立法研究，参与和支持了中央电视
台等新闻单位对湖南嘉禾拆迁等重大事件的调查和报道，其关于湖南嘉禾违法拆迁案件的意见为国务
院常务会议采纳。

    出版有《中国城市建设与管理法律实务》、《购房陷阱防范法律实务》、《房屋拆迁实务》、《房
屋拆迁纠纷难点处理》、《拆迁管理与纠纷处理操作指南》和《农村征地拆迁纠纷处理实务》等法学
专著，发表文章百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反思>>

书籍目录

问题篇：房价，究竟是否失调　第一章　中国的房价高低之争　　一、北京与八国大城市之比较　　
二、从我们的工资收入想房价　　三、从房屋的建造成本论房价　　四、从房屋的“租售比”看房价
　第二章　房价失调的残酷现实　　一、房价，边调边涨　　二、房地产商囤积居奇　　三、国家调
控屡屡失效　第三章　房价高涨的原因之争　　一、土地供应紧张说　　二、住房自有率太高说　　
三、供求关系失调说　　四、我的“制度失调说”反思篇：制度，究竟失调何处　第四章　中国房地
产市场概况　　一、什么是房地产　　二、土地与建筑物　　三、什么是房地产市场　　四、什么是
房地产业　　五、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历史　第五章　中国房地产法律制度　　一、房地产法律制度的
缘起　　二、房地产法体系中各法的关系　　三、房地产法的概念及调整对象　　四、我国房地产法
的体系　　五、我国房地产法的原则　第六章　房地产制度失调的基本特征　　一、维护房地产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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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产权房”为突破口，落实农村土地权益　　五、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保护农民的积极性　　六、积
极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上市流转　第十二章　我们要科学地建设城市　　一、应当扶持个人
集资建房　　二、应当支持单位建房　　三、让民族文化延续女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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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的房价高低之争　　10年来，关于我们国家的房价是否高了的争论从未停止。
争论源于我们的一些权威机关和权威人士没有对公众讲实话，而是刻意掩盖中国房价虚高之事实。
其结果是国家的对策总是晚一拍，以致到了今天需要伤筋动骨才能控制的地步。
时至今日，民众怨声载道，却依然还有人在鼓吹中国的房价不高的谬论。
为此，我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一、北京与八国大城市之比较　　据媒体披露，北京市2006年整体房价（含商品房及其他类型住
宅）的涨幅接近20％，均价已达8000元/平方米以上。
　　有人说，这个价格不高。
还有人说，这个价格不仅不高，还要涨。
更有的官员说，如果这个价格降了，老百姓手中的房产就要贬值，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于是，在以2006年“国六条”为代表的最新一轮的一系列旨在抑制房价上涨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
后，房价不仅没有出现走低迹象，反而有且调且涨、越调越涨之势。
　　据来自北京市房地产信息网的数据显示，2006年12月，北京普通住宅销售均价为10，323元/平方
米，比1月的7460元/平方米均价整整涨了34％。
在调控政策和实施细则出台之后的2006年三季度，北京房屋销售均价为9397元/平方米，与二季度相比
上涨19.5％。
　　如果说，媒体的报道不足为据，那么政府主管部门与统计局机关公布的数字应当可以作为研究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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