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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突然接到远方亲戚一
个电话，言语之间非常焦虑。她看中的
一套学区房源，认筹后等了三个月，在
开盘当日却没有抢到，拜托我能不能
找找关系。这个楼盘位于唐冶片区，配
建了一所市重点小学的分校，属于开
发商共建，按理说“买房上学”合情合
理，怎么会买不到房？

了解情况后得知，开发商其实并
不缺房源销售，而是2016年入学的孩
子太多，经过前期摸底调查，开盘当日
只能推出20多套带入学名额的房源。
如果2018年之后入学，选择的余地则
非常大。“早知道是现在这样，去年借
钱也要先买上房。”亲戚为此感到非常
懊恼，但是她认为只要能到好一点的
学校就读，孩子晚一年入学也能接受。

亲戚现在名下已经有一套房源，
并不是无学可上。“孩子既然有学校
上，为什么非要等新的学区房？”面对
我的质疑，亲戚说现在的学校生源大
部分是“村里”的，不想跟他们混在一
起，似乎饱含“孟母择邻处”的智慧。

与她有类似想法的家长不在少
数，其中不乏一些高学历父母，尽管自
己是从教育资源并不雄厚的地区，考
进省城各个高校，但他们并不希望自
己的孩子输在教育的起跑线上。“现在
的孩子不能与我们那时候比，因为生
活、教育水平都提高了，竞争也比我们
那时候更加激烈。”亲戚说，除了选择
房子、教育资源，还要选择与之相匹配
的“同学资源”。

目前，不少开发商、二手房中介也
在迎合家长的心理，强化“读名校才有
前途”、“赢在起跑线上”的理念，导致
不少家长将“名校”与“成功”画上等
号，学区房价格水涨船高，并且在各地
都“高温”不退。

笔者认为，学区房供不应求的背
后，暴露出就近入学政策的漏洞以及
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实。而家庭是孩
子的第一所学校，应该把精力放在改
善家庭教育和质量上，而不是寄托在
学区房上。与其倾家荡产，跟风购买学
区房，不如放正心态，量力而为，为孩
子创造一个快乐的学习环境，一个健
康的成长氛围。如此，孩子未必不能成
功。

(楼市记者 刘亚伟)

买买房房警警惕惕““限限时时””学学区区陷陷阱阱
进入七月，济南市各区的学区划分陆续公布，一年一度的学区调整也进入尾声,但由此引

起的种种风波仍未平息。有些曾以“名校”为噱头的楼盘，与学校的签约期限一过，名校瞬间
变普校，令家长大跌眼镜。

记者采访业内人士了解到，目前所谓的“学区”房，有分校、合作办学、名校签约多种形
式，虽然都贴以“学区”标签但差距巨大，买了房子上不了学的案例比比皆是。

今年2月1日起，国家工商总局发
布《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其中明
确提出“房地产广告中，不得含有广告
主能够为入住者办理户口、就业、升学
等事项的承诺。”也就是说，传统的学
区房广告被叫停。记者在济南市街头
看到，以名校学区做宣传楼盘并不多
见。历下区的一楼盘的置业顾问告诉
记者：“我们表面上不会宣传学区了，
但是业主和内部人士都知道。”

虽然学区广告得到一定程度的遏
制，但是楼盘的置业顾问多数会跟购
房者说，小区配有学区。这类学区很
多是开发商与教育局、学校签订协

议，即所谓的“签约学区”。像位于
历下区山师北街的山师北街八号院，
闲置多年后今年开建。该楼盘斜对面
就是山师附小，也一直以山师附小作
宣传。该楼盘的置业顾问告诉记者，
楼盘在明年五六月份开盘，多为五六
十平的小户型，单价在两万七八左
右。该置业顾问很确定地表示，学区
为山师附小。“我们已经与山师附小
签订协议，开盘时会公示，到时业主
可以咨询山师附小。”

但是早在去年，山师附小的负责
人已经表示，山师附小的服务区不含
正在建设或规划待建的住宅小区。业

内人士指出，在建项目是不会划分为
学区的,只有建成后才有资格进入学
区划分之列。

因此所谓的签约名校，隐藏着很
大的风险。有业内人士称，开发商与
学校签约的方式有多种，比如委托名
校对学校进行托管，有的只派管理人
员，有的是进行交流授课等。而楼盘
签约学校并不等于名校的学区房。很
多情况下，是开发商与学校合作，交
一笔钱，买断一部分学位。这种情况
一般都有名额限制，有的房子只有一
个名额，如位于历下区历山路的文华
园，二手房是不能上山师附小的。

这种签约学校的模式一般都有时
间限制。如去年四五月份，阳光新路
一楼盘业主维权，就是因为他的中学
是由济南市外国语学校托管，期限只
有三年。时间一到，校长等管理人员
统统被召回，名校变普校，引发业主
不满。

购房者王先生考察过多所楼盘，
他得出结论：“新楼盘有的学校都是
有时间的，五六年，等房子卖的差不

多就没了，好一点的能签九年。”
记者随机走访了几个楼盘，发现

情况确实如此。不同楼盘签约学校的
时间不等，当询问到具体细节时，也
多模糊不清。像历城区的绿地隆悦，
置业顾问称已经与历城实验中学签
约，到时可以上本校，是九年一贯
制。当询问到签约几年时，先是说不
知道，想了想又说，“一般是六年一
签。”历下区另一个热卖楼盘的置业

顾问也表示，一般签约都是六年。
山大路一楼盘置业顾问则表示，

学校是燕山中学和小学。但是对于协
议的时间，置业顾问却含糊其辞。
“没法说能管多长时间，反正这两年
是签了协议的。”她表示，“两年后
只可能比燕山好，不可能比燕山
差。”但是两年后具体能上哪所学
校，她并无法给出明确答复，开发商
也没有后续规划。

而当记者问到购房合同里是否会
表明学区情况时，上述几所楼盘的
置业顾问全都表示，不会写。绿地
隆悦表示：合同是按照国家标准
的，里面不会写学区相关内容。
“ 我 们 只 跟 学 校 签 ， 不 跟 家 长
签”，该顾问表示。

“买房时是不会签学区协议
的。”购房者王先生对此也表示很无
奈：“以前购房合同没有，现在也没
有，因为开发商很多情况下左右不了
学区房。”

但是2015年11月1日开始执行实
施的《山东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示

范文本》中规定，“对小区的学校、
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车位、车
库、社区组织用房等公共服务及其他
配套设施，开发商须逐项填写何期限
达到何程度，并逐项约定到时未达到
承诺条件如何处理。”显然这个规定
并未得到执行。

没有书面合同，只有口头协议，
这给业主日后的维权造成了很大困
难。"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李
友震也经常遇到学区房违约的咨询。
由于业主一般都拿不出证据，他们也
很少接这种官司。

李友震说，按照法律规定，是要

看购房合同里是否有约定，如果只有
口头约定，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购房时可以要求开发商写明，违约
的话就能追究开发商的违约责任。不
写的话代表里面有一定问题，一定要
留个心眼。”李友震提醒购房者，合
同里要明确学校性质，是分校还是主
校，是派驻托管，还是合作关系，以
及有没有期限等。

“只要有明确的合同，打官司
胜算很大。置业顾问口头说的，可
以通过民事诉讼进行解决。”李友
震说。

(楼市记者 魏新丽 陈晓翠)

购房合同中难觅学区协议

签约年限不一，多不超过十年

签约学校不等于学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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