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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市民不排斥假离婚购房
当心赔了夫人又丢房，这样的风险你能否承受
本报记者 孟燕

现象调查>>

仅1/4济南网友

对假离婚买房说“不”

“求救，为了‘新国五条’离婚
了，现在弄假成真了怎么办？”这
是网友“gh_hg”在百度贴吧里的
求救帖。“新国五条”公布后，各
地都出现了市民假离婚购房或
卖房的现象。济南的假离婚潮同
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很多市民
看来，这一“招”尽管危险，却并不
排斥。

济南搜房网最近的一项调查
就显示了这一现象。对“你怎么看
如今的离婚买房现象”这一问题，
高达50 . 62%的济南网友投了“支
持，能省下大笔开支”；选择“反
对，弄假成真很容易”的网友仅占
18 . 52%。剩余30 . 86%的网友则将
票投给了“别人夫妻的私事，不干
涉”。

这表明，超过一半的济南网
友出于经济考量同意或支持假离
婚买房。但这并非最终结果，面对

“如果你面临实际情况，会离婚买
房吗？”这一问题，64 . 19%的济南
网友选择了“可能会，等买了房再

结婚就成”。仅有25 . 93%的网友选
择了“坚决不，婚姻是神圣的”，
9 . 88%的网友选择了“很纠结，看
具体情况吧”。

专家观点>>

假离婚反调控

冲击传统婚姻观

调查结果意味着，仅有1/4的
济南网友对假离婚买房坚决说

“不”，七成多网友会选择离婚再
买房再复婚或者纠结其中，并不
排斥用假离婚的方式节省税费。

“如果假离婚买房能省五六万甚
至十几万的税费，我也会那么
做。”省城某中学老师小宋就表
示。

“市场经济已经把我们坚守
了数千年的传统价值观冲击得七
零八落。”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表示
担忧。他表示，从经济逻辑上看，
假离婚买房是合理的。按照经济
学的“理性人”假设，人皆以个人
利益的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现在
社会比较现实，结婚的前提往往
是有房子，如果离婚是为了再买
房，婚姻就成了房子的“工具”。

假离婚买房在王教授看来，
是初尝市场经济甜头的人们为了

“利益”大摇大摆做出的荒唐功利
性行为。“在金钱、利益面前，经济
逻辑代替了道德逻辑，道德底线
越来越低，忠于婚姻、家庭的传统
美德成了泡影。”

王忠武认为，出现这种现象，
是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一种“博
弈”。“当个体力量无法对抗政府
的调控政策时，只能用投机方式
来规避自己的损失。这样的后果
很可能导致调控政策的落空，遏
制房价过快增长的目标也难以完
成。”

律师说法>>

潜藏的不只是

道德风险

“当然，这也说明政策方面有
很多有待完善的空间。”王忠武指
出，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该进
行反复的论证、听证以及试点。

“政策不是终极性的，政府也不能
完全预测政策出台后的后果。可
以留出一个观察期，一旦出现不
良后果，应该及时进行修正。”

假离婚买房这种投机行为，虽然
从道德层面有悖伦理，但由于没有法
律、法规约束，也没有什么好的干预
措施。“毕竟婚姻是个人自由，结婚离
婚都必须尊重双方意愿。”王忠武建
议，应对道德观念大滑坡，需要加快
市场与法制建设步伐。

而随着假离婚买房现象的出
现，国内部分地方已经有了“假戏真
做”的案例。对这一现象，山东齐鲁律
师事务所律师高强此前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通过假离婚来避税违
反道德伦理，因交易房产而办理离婚
的案件确实很多，但悲剧也很多，
可别为了房子赔了感情。

3月5日，到历下区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的市民在排队办手续。据了
解，当日离婚的人数是平时的两倍(资料片)。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如果假离婚买房能省五六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税费，我

也会那么做。”14日，省城某中学老师小宋表示。“新国五条”早

已公布，其带来的连锁反应余波未平，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超

过七成市民对假离婚买房并不排斥。专家称，房产市场调控政

策从经济学角度无可置疑，但部分人的应对措施严重冲击了社

会基本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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