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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2月 16日，北京市人民政
府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
场调控工作的通知》。由于该通知包含
15条具体内容，人们称之为“京十五
条”。
继 2010年 4月 30日的《北京市人

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
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文件的通知》
（也称“京十二条”）之后，“京十五条”
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价调控政
策”。
文件刚刚公布，何晓金一下子感觉

压力大了许多。

调控

“据我所知，这是北京市近年来最
严厉的调控政策。下手很准，直接断了
买房投资那些人的后路。”何晓金说。

尽管从事房屋中介工作还不足两
年的时间，但何晓金立志要在工作上
有所成就。他曾仔细梳理过北京近几
年的房价走势和调控效果。
“2008年国家开始调控房价，但我

个人感觉一直作用不大。”何晓金分析
各种促使房价快速上涨的原因，发现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上的钱太多。
“金融危机一来，国家鼓励投资，贷

款量急剧增加，社会上的钱一下子多
了起来，但出口又不多，很大一部分都
流向了房屋交易市场，结果炒高了房
价。”对此，何晓金心情颇为复杂。

2006年，链家地产澳林春天店所
在的澳林春天小区，房屋预售均价只
有大约 6000元。而现在，房子均价已经
接近 4万元。

5年的时间，房价涨了 5倍。何晓
金说：“涨幅吓人。”
“京十五条”一出，何晓金马上感觉

到了变化。
“调控政策出来以后，我们片区房

源少了一小部分，但客户少了一大部
分。成交量一下子小了好多。”

这样的场景跟去年非常相似。
2010年 4月，北京市政府响应《国

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
上涨的通知》（又称“国八条”），出台了
“京十二条”。文件一出来，3个月内房
价没有任何增长，甚至有很多房子成
交价要比报价还低。

但到了去年 8 月、9 月份的时候，
人们看到政策的作用并不明显，房价
并没有下降，反而还在缓慢上涨，于是
又开始点燃了买房的热情。

到了 2010年 12月和 2011年 1月
的时候，房价再一次呈现出疯涨的态
势。
“去年的政策有点松，所以没控制

住。我感觉今年这次政策很到位，把握
住了各种购房人群，基本挤掉了炒房
的人。房价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
会涨得很快了。”何晓金认为，如果把
房子卖掉，外地的房主就没有资格再
买新的房子。那些不急需用钱的房主
手上的房子都不卖，房源一下子就少
了好多。
“最近房子租金也涨了不少，炒房

的人月供压力减小了，所以也都愿意
再观望一段时间。”何晓金还从租金方
面找到了交易清淡的另一个原因。“不
知道这种局面会持续多长时间。”他
说。
就在何晓金忧心忡忡地考虑新调

控政策对自己工作的影响时，韩小波
（应被采访者要求，韩小波为化名）只
是打开调控政策的新闻，扫了两眼，然
后淡定地关闭了页面。
“前几年总盼着房子能降价，自己

好好努力多赚点钱，也能买上自己的
房子。到了今天，早就淡了。”韩小波
说。
从 2005年开始准备买房，到 2006

年、2007年频繁看房，却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买，直到最近两三年，眼看着房价
如同升空的气球般离自己越来越遥
远，韩小波一想起房子的事儿，心里五
味杂陈。
“这么说可能有点偏激。我认为政

府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做得非常不错，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房
价控制不住，我真觉得政府在政策执
行力方面有点问题。”

“京十五条”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
涨，采取的措施之一是提高购房门槛。
政策要求外地户口的购房者必须拥有
在京连续 5年的社保缴费记录。像韩小
波这样在京工作多年，但由于种种原
因，没有完整社保记录的外地人心里总
觉得有点不舒服。
“一开始想买，但有点犹豫，觉得房

价太高了，买起来很勉强。想再攒点钱
买个称心如意的。同时国家也在调控房
价，想着再等等吧。”现在一说起房子，
韩小波的口气就有点无奈，“等到现在
彻底省心了，不用想了，房价这么高，
根本想不着了。”

虽然他的爱人有购房资格，但一次
次对调控效果热切盼望，随之而来的就
是失望。反复几次，他现在再看到出台
房价调控政策的时候，已经是心如止水
了。
“要是说调控政策里还有能让人抱

有一丝希望的，就是保障性住房建设
了。如果实际建设力度真能像政府预想
的那样大，也许我还能有希望在北京买
上自己的房子。”韩小波说。

幸福

对“北漂”们来说，“漂泊”就是他们
生活的缩影。

1999年，韩小波从内蒙古呼和浩
特市一所职业学校毕业后，到北京的大
伯家住了一段时间。
“当时很年轻，心里充满了对大城

市的向往，希望到北京来闯一闯，见见
世面。”韩小波回忆说。

2000年，韩小波应聘到外研社下
属的外研书店，成为一名图书销售员。

当时外研书店的图书销售部门除
韩小波外全是女性。韩小波因此需要承
担比他本职工作更多的责任。他因此收
获了美丽的爱情。

2003年的一天，韩小波店里的一
位女顾客在购书时遗失了自己的挎包。
她并没有要求书店赔偿，只是提出包中
有自己住处的钥匙，希望书店能派人帮
忙打开自己家的房门。

韩小波作为当时店里唯一的男同
志，只能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到顾客
家里为其提供帮助。

开门的过程并不顺利，经过几个来
回才最终解决。一来二去之间，韩小波
负责的态度打动了女顾客的心，而这个
女生的善解人意也深深地吸引了韩小
波。两人从互有好感到正式确立恋爱关
系仅用了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两人已经组成家庭，过起了
幸福的生活。
“买房的念头就是从那个时候萌生

出来的。”2003年两人开始在一起。在
度过了两年甜蜜的恋爱生活后，2005
年韩小波开始考虑应该买一个房子，准
备搭建自己的爱巢。

从 2005年开始，韩小波开始四处
寻找合适的房子。到了 2006年，他已经
基本看遍了城北所有感兴趣的楼盘。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立水桥附近的

一个 80多平方米的房子，总价才 40
万，价钱上可以承受，格局也非常好。
但考虑到离上班的地方很远，交通很不
方便，最后还是没有买。现在想起来挺
后悔的。”

韩小波想起来，自己缺乏投资理念
也是当时没出手买房的重要原因。
他曾考虑过北五环附近一个名为

“明天第一城”的楼盘，当时开盘价仅
为每平方米 4800元，但与爱人商量后
觉得地段太远，整体感觉也并不很好，
结果错过了出手的时机。

眼看着“明天第一城”的房价由每
平方米 4800元涨到 6000 元、8000元，
直到现在 2万多元。他回想起来，就是
因为头脑里没有投资的观念，对房价上
涨速度没有心理准备，结果频频错失机
会。

之前好几年的时间里，为了攒钱买
房，韩小波夫妇一直租住在一间不足
10平方米的房子里。
到了 2010年，对于房价在短期内

降到能够承受的水平，两人已经不抱希
望。于是他们换租了一套 70多平方米
的两居室。

他们养了一只猫，取名叫“豆豆”。
每天下班回家，跟豆豆玩一会是夫妇俩
非常大的乐趣。

他们正在努力抛开房价的困扰，在
现有的生活中找寻幸福。

漂泊

“要保持联系，不管是房主，还是客
户，即使已经买完房的客户也不能断了
联系。”许多个晚上，当韩小波正在开
心地逗着“豆豆”玩耍时，何晓金正在
正襟危坐，认真聆听店长的指导。
每天会有很多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在何晓金的眼前经过，但他为了加班方
便，至今还租住在距离公司不远处的一
间十二三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虽然今年才 27岁，但看起来却远

超这个年龄。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经常加
班的工作方式，使何晓金脸上增添了许
多他这个年纪不应该有的沧桑感。
“每天都得 10点多才能回家。我们

这行有个说法，说是 20岁进来的人，一
年以后 23，两年以后就变 26了。”他笑
称，“所以我们找女朋友都不敢找同
行，老得太快了。”

与韩小波相比，何晓金虽然“漂”得
时间更短，但“漂”得地方却更多。

2008年，何晓金在湖北武汉市自
考本科毕业后，回到家乡湖北省金门市
找到一份可口可乐厂家业务员的工作。
在指定的片区里，他每个星期都要到每
家超市跑两遍，清点货品、补货，跟超

市方维护关系、陈列货架。
“这个活儿夏天好干，冬天就不好

干了，压力很大。所以我干了四五个月
就不干了。”何晓金说。
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他勤奋的态

度却得到了身边人的承认。他的一个
朋友有亲戚在哈尔滨销售隐形眼镜药
水。在朋友推荐下，他又从南方的湖北
直接“漂”到了北方的黑龙江。
又是三四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尽管

何晓金非常努力，但还是没能赚到什么
钱。
他还有个哥哥，在北京做数码快印

生意。于是他又把眼光瞄向了北京。
先在一家小公司做了 3个月电信

外包的业务后，2009年 12月，他来到
了链家地产公司。
“当时应该说是被店长忽悠了。他

说每个月能赚八九千块。后来我才发
现，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很少。”何晓
金懵懵懂懂地进入了房产中介这个起
初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行业。
但是现在，他已经完全适应了自己

作为一名地产公司房产中介的角色。
“2005年以前，有些不良中介公司

有恐吓、欺诈客户的行为，被好多北京
人认为是黑社会。这种局面就是我们
链家改变的。”向别人介绍时，他总是
不由自主地在“链家”前面加上“我们”
两个字。自豪的感觉溢于言表。
虽然工作压力很大，但在链家地产

这种行业内处于领袖地位的大公司工
作，何晓金感到收获要远大于付出。
“我们链家有系统的培训、良好的

工作氛围。这都是小公司不能比的。在
这里学到的东西，比在别的公司要多得
多。”
从进入链家地产直到 2010 年 8

月，何晓金一直做房屋出租中介业务。
直到 2010 年 9 月才转为房屋出售业
务。
房屋中介是一种流动性非常大的

工作。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不停地有新
的同事出现在何晓金的身边，而旧的面
孔却越来越少。
“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人一年都没

开单（没有促成成交业务），只能拿着
1500元的底薪勉强过活。很多人干了
一段时间后觉得压力太大，选择了离
开。虽然新的调控政策也会对工作有影
响，但我要坚持下去，留下来把工作做
得更好。”
今年 3月刚刚开了两个单，给何晓

金增添了足够的勇气面对未知的未来。
坚持，对他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幸

福。

事业

很多人认为炒房是房价上涨的直
接原因，但何晓金经手成交的几套二手
房却全属于自住型需求。他发现工资
上涨、购买力增强也是房价上涨的重要
原因。
“澳林春天周边买房的人，以前普

遍（月）工资五六千（元），现在都接近
两万（元）了。这说明工资上涨的速度
很快，房价再高也总有人能买得起。”
“不过也有人（工资）涨得没那么

快。关键要看他是不是公司里不可或
缺的人。”何晓金也知道，身边有一些
从事体力工作的人，5年的时间，月工
资只不过从两千元涨到了接近三千元
而已。
而这部分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房

价上涨，毫无办法。
为了避免成为这一群体，何晓金每

天都在努力工作。
今年 3月，他卖了两套总价都是

100多万元的小户型房子。买房者都是
年轻人，每个人月工资都在一万元以上。
其中一单业务在“中天国际”公寓。

房主要到内蒙古投资，缺少现金，所以
出手套现。买房者是一家银行的客户经
理。47平方米的房子，总价 128万元。
另一单业务在“懿品阁”公寓。房主

换到了酒仙桥的大两居。买房者在一家
IT企业工作。35平方米的房子，总价
103万元。
“两个客户都出生于 1983年左右，

年龄不大。他们买房子就是为了自住。
所以我觉得即使有调控政策，只要努
力，我工作上还是没有问题的。”
两个单做下来，何晓金这个月的工

资能达到一万元左右。他感到很有成就
感。
“我今年的目标是平均每个月卖出

一套房子。年薪赚到 10万以上。”
为了实现目标，他在努力联系客户

的同时，还积极向前辈们学习请教。
“公司最好的纪录是一位大区总监

在一个月卖出了 17套房子。我们这个
区域去年也有人做了 60万元的业绩。
这说明这份工作是很有前途的。”
何晓金也曾想过再学点其他的技

能，换一份专业性强的工作，每个月拿
固定的高薪。但他同时告诉自己，社会
上有那么多大学生都很难找到工作，自
己在现在的岗位上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应该坚持下去。
有同事告诉他，店里有人 2006年

来到链家，做了两年后，2008年回到家
乡开办房产中介公司，现在已经开了 4
家分店了。
这对他是一种激励：“我要把这份

工作当成一项事业，一直做下去。即使
北京实在待不下去了，能赚点钱再回家
创业也不错。”

跳槽

今年 3月出色的业绩鼓舞了何晓
金的斗志。而韩小波也在今年 3月开始
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赋闲在家一年的他来到一个朋友

参股的私营企业，做了一名经理。
这已经是他来到北京后的第 4 次

跳槽了。
2005年，他感到外研书店的图书

销售工作过于乏味。于是辞职来到科学
出版社下属的一家电工电子与经管中
心，从事图书营销工作。主要工作职责
是到全国各地去协调发行工作。
虽然工资比以前还要低一些，但他

感觉，新岗位上思考的问题更多，思路
也更加宽广。这对自己是一种提升。
虽然工作状态还算满意，但 2008

年 2月的最后一天，他又一次辞职了。
这一次，跟房子有关。
“当时想买房，但房价太高了。其他

物价也在飞涨。所以我想换份工作，多
赚点钱。”

2008年 3月，韩小波应聘到了一
家生物技术公司，做医疗器械的北区总
代理，管理京外代理商团队。

现在回想起来，他认为这是最失败
的一次跳槽。
“起初信心满满，充满遐想，准备迎

接挑战，后来才发现，这个行业有太多
自己不喜欢的特征。这次跳槽确实是太
盲目了。”

2009年 7月，再也不能忍受各种
行业潜规则的韩小波再一次辞职。

心理准备不足，他并没有事先找好
下家，而是在家闲了 3个月。

2009年 10月，在应聘过程中，他
与一家刚起步的医疗器械公司老板相
谈甚欢。两人都爱好摄影，同时公司老

板的风度又吸引了韩小波。
“当时我本来有 3个选项：一家已

经成型的医疗公司、一家开发区的外
企，以及后来我去的这家公司。当时我
完全是被公司老板大气的风度吸引过
去的。”

可惜命运多舛，刚刚起步没多久，
公司最重要的技术骨干遭遇车祸，身受
重伤，公司项目不得不搁浅。公司也就
此了结。

2010年 2月，他被迫又一次失业。
经历了太多的东西。这一次，他陷

入了沉思。
突然之间，他感到自己好像什么都

不知道、不了解。以前很有把握的一些
事情，似乎也在一夜之间都被推翻了。
“想想可能是因为之前的工作太顺

利了，顺利到我开始不尊重工作，工作
就会抛弃自己。”

前几次跳槽，都有房价的因素在影
响着他的决策。到了现在，房价已经彻
底超越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他开始冷静
思考自己的未来。
“现在我应该更注重提高自己的能

力，比如学学英语、学学其他一些软件
操作。”

既然房价已经不再需要急于考虑，
韩小波反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提升
自己上，以谋求未来收入的大幅提升，
并能凌驾于房价之上。

梦想

一年的时间不是很长，但足够让韩
小波彻底反思一遍自己的人生态度。
“幸福快乐的生活才是我的梦想。

房子仅仅是一个商品，我完全没有必要
为了它而每天烦恼。”

2008年，韩小波从朋友手里买了
一辆二手 Polo轿车。有车以后，他的活
动范围更大，视野也更加开阔。
“我会继续努力，但如果北京不能

让我感到幸福快乐，那么我也没有必要
死守在这里。如果要让我为一套房子的
首付而牺牲我所有的生活乐趣，我不会
选择屈从。”韩小波决心从过好眼前的
每一分钟开始，甩掉房价带来的烦恼，
好好生活。

每天早晨起来，何晓金按照公司的
要求，穿好西装，打好领带，走在上班
的路上。他都会告诉自己：今天又是一
个崭新的开始，我要为了理想而努力奋
斗。
“现在没有太远的想法，只是想尽

办法多卖几套房，多赚些钱。争取能当
上店长，再培养手下的人也努力卖房，
多赚些钱。”

面对政府政策的不利影响，何晓金
的目标定得更加谨慎而踏实。
“坚持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人能在

这个行业中生存下去，那么我也一定要
努力生存下去。”

房价调控政策，把现实的压力推到
了何晓金的面前，却似乎使韩小波远离
了焦虑。

在北京这座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庞
大城市里，一个个相似的故事一天天地
在“北漂”们身上上演，并将继续演绎
下去……

另据了解，3月 29日，北京市公布
2011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加大
住房保障力度，廉租住房应保尽保，公
共租赁住房保障能力明显提高；新建普
通住房价格与 2010年相比稳中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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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限购令的“户籍依赖”
继北京市出台房地产“限购令”15 条细则

后，上海、广州、青岛、南京、成都、长春、南宁和
贵阳等城市纷纷出台住房限购细则，尽管各有
不同，但与户籍挂钩则是一致的。

各地都拿“户籍”来做文章，以“户籍身份”
为核心，划定外地人准入门槛，对不同户籍实行
差别性待遇，在购房数量及购房条件要求上均
与“当地市民”有所差别，这些无疑是典型的“户
籍歧视”，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
楼市调控是对的，如果没有调控，放任自

流，那么未来的楼市或许将步入无序发展的境
地；有了调控，让楼市泡沫逐渐被释放出来，才
更加健康。但是调控应该调什么才是关键，否则
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以户籍条件作为限制
外地人的做法显然是与时代潮流相违背。

过去，户口不仅仅是一张“纸”，更重要的是
户口形式后面承载的“市民待遇”的内容，而现
在户籍越来越被淡化。实际上，一个劳动者有没
有归属感，问题关键不在于户口，而在于城市有
没有给予他们市民待遇，在于行使公民权利时
会不会受到户口限制。
近年来，许多城市像北京、上海等都以各种

方式吸引人才，也在淡化户籍制度，尽管户籍壁
垒还没有被打破，但也让公众看到了未来户籍
制度改革的方向。因此，住房限购政策捆绑当地
户籍，本身是一种政策歧视，也是一种无奈之
举。这种限购令短期内应该非常有效，因为严重
打击了相当一部分外地人买房的可能性，对稳
定房价应该是积极有效的，但是这并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房地产存在的问题。

“北漂”的居屋梦
阴本报记者 张赋兴

编者按院
来京初期，“北漂”们往往很少有固定的住所，只能不停地搬来搬去，让人有一种漂泊不定

的感觉。而其自身也因诸多原因，不能对北京有更多的认同感。
尽管“北漂”们一般都能实现就业，但是，户籍和房产却成为横亘在“北漂”与北京人之间

两堵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房价高企的今天，想要拥有自己的固定住所，真正融入北京、扎根北京，对于大多数“北

漂”们来说，似乎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本文选取两名“北漂”，分别是一名房地产中介与一名企业经理，记录他们在当前房价调

控政策影响下的尴尬与无奈。

何晓金：链家地产澳林春天店置业顾问，来京 2年。
韩小波：某私营企业业务经理，来京 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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