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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以来，北京、广州、郑
州、石家庄、南京等十几个城
市启动升级房地产限购政策，
力度之大令人惊叹。比如北
京，不仅实施“认房又认贷”，
还将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到
六成，最高贷款期限降至25年。
限购的目的是为了平抑房价
过快上涨，通过对炒房活动

“冒头就打”，落实“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
指向。无论是升级限购，还是
增加供应，都是在“供给侧”做

文章，这些措施虽是必不可少
的，但是除此之外还应着力在

“需求侧”破题，舒缓民众尤其
是年轻人的住房焦虑，从两端
发力给购房热降温。

土地出让市场化改革之
后，房地产调控已经进行多次，
其中也不乏“史上最严”。尽管如
此，总体而言全国大多数城市尤
其是一二线城市的房价这些年
都呈现出快速上涨的趋势。很多
人根据这些年来的亲身经验，也
越来越相信投资楼市是资产保
值升值的利器。当很多人深信楼
市“永涨不跌”，单纯的限购也许
就搞成了“饥饿营销”，单纯的增
加供应也可能是抱薪救火。现
在，很多居住在大城市里的年轻

人已经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感，房
价越来越高，我们该怎么办。知
名媒体人胡锡进建议“举全家之
力”“能早买就早买”，而现实情
况是“举全家之力”已经不容
易，也不理智了。也有“清华女
毕业生”在自媒体发文，声称

“房子不是最重要的，爱才
是”，这属于纯正的“心灵鸡
汤”，并不能真正缓解年轻人
对现实的焦虑。

现在，很多年轻人宁肯一
掷千金，付出昂贵的首付和自
由选择的代价，也要在城市里
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很重要
的原因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除
了投资楼市，还没找到其他实
现自我增值的有效方式。当

前，很多传统行业都在缩减用
工需求，年轻人就业压力大，
创业压力更大。这样的大环境
诱导他们选择更保守的“投
资”，那就是买房，早买房早安
稳。在信息化时代，年轻人还迷
信“买房置地”才是人生成功的
传统观念，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不
免是一种悲哀。如果国家和社会
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成长机会，
使得他们在“买房”之外还有更
广阔的自我增值渠道，那么大多
数年轻人显然不会甘心接受被
房子绑架的人生。在经济结构转
型的大背景下，利用网络信息技
术做强新实体经济，完全可以给
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创
业机会。像在杭州“云栖小镇”，

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出门，随
处能碰到同行；一聊天，很快就
碰出火花”，在这样的氛围中
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念念不忘
房子。日前，以阿里巴巴为代
表的新实体经济正表现出越
来越强劲的崛起姿态，与此同
时很多年轻人也实现了人生
价值。如果从程序员到快递员
都能有一个清晰可期的前景，
他们自然没必要举全家之力去
楼市“买涨”了。

一旦稳住了正需“成家立
业”的年轻人，楼市炒家也就
少了很重要的“题材”，撇开了
恐慌性购买制造的泡沫之后，
楼市才会在市场上呈现应有
的起伏规律。

用自我增值机会缓解住房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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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不该再有“挂证”乱象

□史洪举

针对一些拥有注册建筑师、
执业药师等资格的人将职业资
格证“出租”出去牟利的现象，人
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将把
治理“挂证”乱象作为推动“放管
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督
促推动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所谓“挂证”，主要指把自己
的执业资格证给需要的单位注
册，单位给予一定报酬，但本人
并不在该单位工作。资格证书一
般属于行政许可事项，取得资格

证书者，可以从事特定的活动。
显而易见，资格证书具有很强的
人身依附性，是绝对禁止出租和
转让的，只有持证人真正地在某
个单位工作或从事劳务，该单位
才能使用其资格证以达到相应
资质或门槛。对此，行政许可法
明确规定，倒卖、出租、出借或以
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
应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
应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缺乏详
细罚则，难以严肃惩戒“挂证”行
为，让“挂证”双方获得的收益远
远大于违法成本，以致于“挂证”
乱象难以根治。

遏制“挂证”乱象，首先应提
高违法成本，让“挂证”双方偷鸡
不成蚀把米。出租资格证书，导致

“人证”分离者，显然是恶意使用
资格证书，滥用行政许可。对此，
理当实行暂停或注销资格，并限
制其一定年限内再次取得相应资
格证书。如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已
经规定，“挂证”者一经核实，一律
注销注册，3年内不得重新注册。
此外，除克以罚款外，还应没收违
法所得，不能让“挂证”者从违法
行为中获利。与此同时，鉴于收买
资格证的单位在取得行业资质中
有欺诈行为，应降低或注销相应
资质，并列入黑名单。

从监管技术上讲，必须运用
互联网思维，借助大数据优势，
完善相应资格证书的注册和管
理制度，不给“挂证”留下操作挪
腾空间。一是应注重身份证号码

的应用，改变资格证书中只书写
姓名的做法，将取得证书者身份
证号码书写在证书表面，提高识
别程度，让人清楚地识别是否属
于“挂证”。二是监管部门应建立
强大的数据库，融合多种信息，
实现精准识别“挂证”行为。如住
建部正建立“四库一平台”，即企
业数据库、注册人员数据库、工
程项目数据库、诚信信息数据库
和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
平台，以做到互联互通，实现信
息比对，防止“一人多证、多头注
册”。其他部门也应尽快建立相
应数据库，以身份证号码为依据
实行精准监管。如某人已经在医
院工作，但其证书“挂靠”在其他
医药企业，就可通过医院上传的

身份证号码与企业上传的身份
证号码及时发现。

条件成熟时，还应建立多个
部门信息共享的超级数据库，打
破信息孤岛现象，实现跨行业跨
地区监管，防止出现纰漏。如有
些大学生在学校时可能已经考
取多种证书，但毕业时却进入与
资格证书无关的行业，这样就很
难筛查出来。而超级数据库则可
跨行业识别，有效破解这一难
题。总而言之，只要发挥主观能
动，妥善应用科技手段，就可击
破资格证书获得者与相关单位
的“挂证”合谋，促进相关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

葛公民论坛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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