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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岩 马云云
实习生 温珊

价值1200万的房产
靠结婚“过户”

2015年7月，梁女士看中了
一套位于济南高新区的大户型
房产，与卖方黄某夫妇多次协
商后决定买下。该房产建筑面
积418 . 18平方米，双方商定转
让价格总金额为1200万元。

由于户型大、总价高，办理
过户手续时需要缴纳高额税
款，梁女士夫妇便想通过与房
主“假结婚”来获得房产产权。
虽然有违常伦，但为将房产顺
利卖出，卖方黄某夫妇亦同意
梁女士的建议。

按照梁女士的“计划”，卖
方黄某夫妇先离婚，双方约定
将涉案房产归于丈夫黄某；梁
女士与丈夫离婚，随即与黄某
结婚。之后，黄某将房产落到梁
女士名下。最后，黄某和梁女士
离婚，双方各自复婚。

双方约定，房屋交付时先
支付600万元，房屋过户前再支
付剩余房款。同时约定，黄某夫
妇协助梁某夫妇将该房屋所有
权更改给梁某夫妇所有。

房款不足闹上法庭
逃税计划“败露”

一开始“计划”进展顺利，
梁女士支付了600万元，并与黄
某结婚。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黄
某在未收到剩余房款的情况
下，向开发商提交了更名申请，
变更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
订主体，并在行政主管部门撤
销了原网签，涉案房产重新网
签至梁女士名下，产权证也落
到了她名下。

然而，梁女士由于周转不
开，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交付
尾款。双方私下协商未果，最终
原房主黄某为催缴剩余购房款
项，将梁女士告上法庭。

济南市高新区法院在案件
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梁猛发
现，原被告双方存在恶意串通、
通谋离婚以逃避税款的行为。
原被告双方为规避税费不惜离
婚、再娶、再离、复婚，不仅违反
了公序良俗，更破坏了交易秩

序，严重侵害了国家利益。
“今年4月，济南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发布文件严格规范商
品房预（销）售合同网签撤销程
序，制止商品房转让炒房行为。
开发商与购房人采取弄虚作假
等手段，通过办理网签合同撤
销更名业务，逃避房地产交易
税费的，一经查实，合同更名视
为无效，企业不良行为记入信
用档案，当事人承担相关法律
责任。”梁猛说。

房屋交易行为
被判无效

“本案中，梁某夫妇与黄某
夫妇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系
恶意串通，未遵守房屋买卖的
交易规定，违反了交易秩序，逃
避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侵害
了国家利益。”梁猛介绍，故济
南市高新区法院认定黄某夫妇
与梁某夫妇之间的房屋买卖行
为无效，黄某夫妇要求梁某夫
妇支付余款及利息的诉讼请
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
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济南市高
新区法院对原被告双方作出处
罚决定。在法官的悉心教育下，
原被告双方均深刻认识到自身
错误，已于决定书下发后各将5
万元罚款缴纳。

法官提醒，商品房买卖纠
纷日渐增多，合同买卖双方、开
发商、中介机构在买卖中都应
当遵循公平原则，秉承诚信，不
得违反法律法规、公序良俗，不
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
法权益，要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实现合同目的。

在本案中，并未过多涉及
该房屋的具体情况，过户到底
需要缴纳多少税费。为了算清
楚这笔税费，记者咨询了省城
多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各公司
工作人员均表示，仅靠房屋面
积和双方约定的交易价格，估
算准确的税费有较大难度。主
要是不知道购房者是否首套
房、是否卖方夫妻名下唯一住
房等。中介人员表示，假设许多
条件成立，涉案房产需缴纳3%
契税、5 . 5%营业税、1%的个人
所得税等，总费用将高达一百
多万元。

先各自离婚，再与房主结婚，过户房产后再离、复婚……济南这两对夫妻为了逃税可谓算尽
机关。意外的是，所有手续办完后，买方夫妻却没能按时支付全部购房款，卖方遂将其告上法庭。
近日，济南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这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恶意串通的原被告双方，作出各罚
款5万元的处罚决定书，并认定双方房屋交易行为无效。

为为逃逃百百万万税税
上上演演离离合合闹闹剧剧
济南两对夫妻房屋买卖恶意串通
机关算尽各吃5万元罚单

到到底底能能逃逃多多少少税税款款？？
估估算算至至少少一一百百来来万万

第一步：
卖方黄某夫
妇先离婚，
约定房产归
黄某；

第 二 步 ：
买方梁女
士与丈夫
离婚；

第三步：
梁女士和黄
某结婚，黄某
撤销之前的
网签，将房子
重新网签到
梁女士名下；

第四步：
梁女士与黄
某离婚，房子
归梁女士；

第五步：
四人各自复
婚，梁女士
夫妇得到房
子，黄某夫
妇得1200万
元。

黄某

梁女士

黄某梁女士

梁女士

房屋面积：418 . 18平方米

交易价格：1200万元

“假离婚”让一些人在买房
时占到了不小的便宜。之前外
地甚至出现夫妻有说有笑地办
离婚的奇观。对此，网络上指责
之声一片，称“假离婚”者为了
利益罔顾道德。可说再多“假离
婚”的伦理学问题，都抵不上这
些人作为“理性”盘算。

以本案来看，一场“假离
婚、假结婚”，几乎可以逃避100

多万税费。这种看似挺划算的
“资本”运作，其实严重损害了
婚姻的严肃性。现实中，夫妻

“假离婚”后，一方却假戏真演
的案例一举一大堆。毕竟法律
上不存在所谓“假结婚”和“假
离婚”的说法，一旦领了结婚
证，一方达到目的，另一方却又
不同意离婚了，可能会陷入旷
日持久的诉讼中。

单说本案里，梁女士被判
交易无效就亏大了！这套房在
2015年7月时的价值是1200万
元，放到三年后的今天，不知道
涨到什么价格了。她本以为能
省一百多万税款，其实损失了
不知几百万。

如今，很多地方也相应出
台措施,进行监管。3月末，成都
出台的房产摇号新政明确：离

婚未满三年的，不列入刚需优
先摇号序列。堵住“假离婚”的
口子，还有一些“技术手段”，比
如某家股份制银行甚至将侧重
对离婚家庭进行诸如水、电、
煤、电话、宽带等出账信息的调
查。事实离婚、夫妻分居的家
庭,账单情况有可能会发生异
动，账单户主也有可能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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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实实亏亏大大了了

一、契税：超过144平方的按照3%缴纳；

二、营业税：房产证不满2年，按照5 . 5%

缴纳；

三、个人所得税：卖方夫妻名下不是唯

一房产或房产证未满5年，按照1%缴纳

四、其他费用：大约数千元

1200×（3%+5.5%+1%）=1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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