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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记者郑钧天、王优玲)今年上半
年，全国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近 200 次，创历史新高。各
地严格执行各项调控措施，楼市总体比较平稳。国家统计局最
新发布数据显示，6 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稳
定，二线城市有所上涨，三线城市上涨势头得到抑制。未来落
实“房住不炒”还将如何发力？

楼市调控近 200 次

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6 月，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
发布次数高达 192 次，比去年同期的 116 次多出 65%。共有
73 个城市出台调控政策，包含限购政策 135 条、限贷政策 176
条，51 个城市以及海南全域实行限售政策。

上半年的调控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简单限购、限售、限价、
限贷，因城施策和分类调控特征明显，手段也更加多元。

——— 限制房价涨幅，规范市场秩序。
上半年，多地加强了商品房销售价格管理和市场监管力

度。如威海和聊城等地规定新房 3 个月内不得涨价；昆明也要
求新房预售价格 6 个月后方可申请调整，且在 12 个月内合同
网签备案均价上浮不得超过 6%。武汉、江门、佛山、赣州、海
南等地则先后出台市场监管措施，直指炒卖房源、茶水费、阴
阳合同等乱象，新房销售严格执行政府审批价。

——— 收紧房贷，利率普遍上浮。
上半年，热点城市房贷利率逐月上浮。年初，一线城市首

套房贷款利率率先提高，广州、北京和深圳的首套房利率上浮
10% 目前已成主流；春节后，武汉、南京、成都、合肥和福州等
热点二线城市陆续收紧房贷额度、上调房贷利率。如长沙、天
津和南京的首套房贷款利率上浮 15%、二套房上浮 20%；武
汉和宁波的多家银行首套房利率上浮 20% 、二套房上浮

30%。
机构统计

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全国
房贷市场开始

呈现收紧态势。6 月份，全国首套和二套房贷平均利率已涨至
5 . 64% 和 6 . 01%，同比分别上涨 15% 和 10 . 7%。“这些举措有
效抑制了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需求。”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说。

——— 摇号扩围，频打政策“补丁”。
去年南京、上海、长沙、成都等城市率先出台新房销售摇

号政策，自今年 3 月开始，实施摇号政策的城市不断扩容，武
汉、西安、杭州、福州和青岛高新区等地也相继加入摇号队列。

针对在摇号过程中，部分城市频现的购房“壳公司”、关系
户内定房源等乱象，一些城市为摇号政策打了“补丁”，如西
安、长沙、杭州和上海均已限制公司购房行为。

部分楼市为何热度不减？

从调控效果来看，上半年全国房价波动趋缓，以北上深为
代表的热点城市楼市调控效果显著。但另一方面，部分二三四
线城市出现“轮动涨价”现象。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 年 6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的
城市有 61 个，辽宁丹东以高达 15% 的幅度领涨全国；深圳、
北京和上海则分别延续了 10 个月、9 个月和 6 个月的连跌。
数据同时显示，6 月份，31 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 6 . 3% 和 4 . 6%，涨幅持续扩大。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今年以来，西安、郑州、长

沙等二三线城市人才落户门槛降低，导致短期涌入大量人口，
刚需群体扩大，房价出现阶段性上涨。

多个三四线城市成交量放大、价格上涨。克而瑞研究中心
数据显示，上半年三四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占比超过六成。
四川南充、贵州遵义等三四线城市连续多月房价同比涨幅超
过 10%。中国社科院城市所不动产室主任王业强认为，在热
点城市严控之下，部分三四线城市由于购房政策仍相对宽松，
承接了房地产投资投机性需求的溢出。

坚决落实“房住不炒”，多措并举保障供给

受访人士普遍认为，坚决落实“房住不炒”政策定位、抑制投
机仍将是未来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重要方向，各地将调控力度不
减，继续“因城施策”。“房地产市场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国
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今年以来三四线城市房价涨幅
较高，一些热点城市上涨的压力较大，但一些边远地区、人口外
流压力较大的地区还有一些库存，因此要因城施策，精准调控。

“当前，房地产调控已明显由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全
面铺开。”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7 月份不少城市上
半年出台的调控政策正式落地，各地房价预期有望趋稳。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说，分类增
加住房有效供给才能促进供需趋向平衡，一方面，政府要通过
公租房、廉租房、共有产权房等多元供给，保障困难人群住有
所居；另一方面，各个城市也需要根据自身特点，提供中高端
住宅产品满足市场化需求。

多位专家表示，要从土地、金融、财税、多层次住房供给体
系、房地产法律法规等方面继续综合施策，建立完善房地产调
控长效机制，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

上半年全国密集调控近 200 次

落实“房住不炒”还将如何发力

新华社上海 7 月 25 日电(记
者兰天鸣)“异宠”区别于猫、狗等
通常宠物，主要是指一些外形奇
特而又少见的“怪异”动物。一方
面，在社交网络和短视频 APP
中，“异宠”大行其道，玩家需求千
姿百态；另一方面，网上售卖活体
野生保护动物的信息泛滥不止。

卖家明知违法但为

了“高风险有高回报”

“这只银环蛇已卖掉，现在没
货”。通过 58 同城网站，记者找到
一个售卖各类“宠物蛇”的商家，
其发在朋友圈的售卖目录里不乏
我国“‘三有’保护动物名录”里的毒
蛇：银环蛇、竹叶青蛇、尖吻蝮等。

在闲鱼二手平台上，商家给记
者的“宠物蛇”报价从几十元到数
千元不等，最贵的竹叶青蛇售价超
过 3500元。在该平台上，一个售卖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猞猁的商家给
记者发来猞猁幼崽的视频。他明确
告诉记者，买卖猞猁是违法的，需
要通过特殊渠道获得。而且猞猁生
性凶猛，饲养者需承担风险。他向
记者开出 13 万元一只的高价，理
由是“高风险要有高回报”。
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被纳入

“‘三有’保护动物名录”的豹猫，检
索出的售卖信息多达 58页，超过
千条；在名为“亚洲豹猫”的贴吧
里，也出现了大量豹猫的售卖信
息；在有 200 多名成员的“袖珍石
猴”QQ 群里，群成员正在频繁交
换猴类的价格信息……

据了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今年专项行动的打击重点之一就
是“利用互联网、微商、淘宝等电
商平台非法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对快手、抖音
等网络直播平台上滥捕、杀害、滥
食野生动物视频、图片等情况依
法核查”。

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
站的一线工作人员马波说：“有的
卖者因为巨大的牟利空间铤而走
险；有的买者只是觉得买个‘异宠’
好玩，为了炫耀。”

“我国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非法交易国家一级
或二级保护动物数量在 1只以上就可能面临刑事处罚。”上海
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打击非法交易有“三难”

严打之下，网络贩卖活体野生保护动物的现象虽然有所
缓解，但相关案件依然频频曝出。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难”：

——— 物流渠道监管难。在调查中，有不法商家反复“提醒”
记者，收到野生动物后不要在快递员面前打开，“因为快递是禁
止夹带运输活体的”。当被问到“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该名商
家坚定地说：“没有那么多万一”“快递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徐艳春说，我国《邮
政法》和《邮政法实施细则》分别规定“邮政企业应当依法建立
并执行邮件收寄验视制度”和禁止寄递或者在邮件内夹带各
种活的动物。但如果快递企业对此视而不见，再加上当前执法
力量有限，监管将会形成大范围真空。

——— 违法行为识别难。一名鸟类保护志愿者告诉记者，在
一些非法买卖猛禽的圈子里，交易常用暗语，“以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隼为例，灰背隼公的叫‘垛子’、母的叫‘马莲’，猎隼公的
叫‘棒子’、母的叫‘兔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公安司法鉴
定中心技术主管周用武说，除明显可见的关键词外，其他暗语
很难被发现。再加上网络交易频繁、野生动物识别与鉴定成本
高等原因，“无法在第一时间识别，办案无疑处于劣势”。

——— 合法饲养观念普及难。一个“宠物猴”购买者告诉记
者，买猴出于喜欢，觉得“与众不同”“有面子”。当被问到是否
担心被处罚，他说：“不嘚瑟就没事，嘚瑟就‘呵呵哒’。”

周用武说，在我国个人想要饲养野生动物门槛并不低。除
需依法办理相关许可证，交易时要按照动物的保护级别向主
管部门申请批准，规范化养殖还要考虑场地、管理、医疗、疫病
防治等，需由专家进行论证。

“一些野生动物的购买者并不具备饲养能力和条件，导致
野生动物死亡或被遗弃。这既不利于野生动物的保育，还有物
种入侵和危害公共安全的风险。”徐艳春说。

同时，盲目饲养也给自身安全带来隐患。近日，“21 岁女
孩网购银环蛇当宠物被咬伤，医院宣布已脑死亡”的消息引发
人们唏嘘不已。

“三刀”砍断“黑色”产业链

“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暴利堪比毒品。”业内人士表示，巨大
牟利空间和较低繁育成本驱使违法行为“春风吹又生”，需从
源头、渠道、终端入手，“三刀”砍断这条“黑色”产业链。

在周用武看来，源头打击是“第一把刀”：有关部门要加大
对非法捕猎和走私的打击；加强对网络交易平台、社交平台的
监管，清理、过滤、删除涉及野生动物违法交易信息；尝试建立
已有案底人员的专门档案库等。

“第二把刀”需针对流通领域。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
理站相关负责人认为，应加强物流行业的监管，继续推进快递
实名制和开箱检查制度。执法人员和物流行业从业者要提升
识别常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能力。对违法违规快递企业“一
定要严厉追责，形成震慑效应。”

“‘最关键的一把刀’则握在大众手中。”马波说，“没有需
求就没有非法贩卖，不要让喜爱成为伤害。公众要认识到危
害和后果，不
要等 到 被 法
律制裁 才知
事态 的 严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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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
强总理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
犬病疫苗案件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7 月 23 日国务院调查组
赶赴吉林，开展长春长生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
工作。

7 月 24 日，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
副局长毕井泉主持召开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要求调查组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
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贯彻落实“四个
最严”要求，切实做好案件调查、违法惩处及后续处置工作，坚
决守住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大局。

会议要求，要重点围绕七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彻查涉案
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查清违法违规事实和涉案疫苗流向，
做好调查取证工作；二是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严肃查处涉
案企业，对直接责任人等涉案人员要依法严惩；三是对公职人
员履职尽责进行调查，发现失职渎职行为的要严肃问责；四是
科学开展风险评估，研究提出分类处理救济措施；五是要妥善
处理涉案企业后续工作；六是要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公布案件

调查进展情况，普及疫苗安全科学知识；七是要研究改革完善
疫苗管理体制的工作举措，建立健全保障疫苗质量安全的长
效机制。根据工作需要，调查组下设案件调查组、监管责任组、
综合组和专家组等工作组。

调查组听取了吉林省人民政府、药监局检查组的工作汇
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证监会通报
了前期工作开展情况。国务院调查组全体成员和吉林省有关
领导参加会议。

据悉，国家药监局正抓紧组织全国监管力量对全部疫苗
生产企业进行全流程全链条检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国务院调查组赴吉林调查疫苗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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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记者齐中熙、赵文君)针对疫
苗监管有关问题，国家药监局 25 日接受了新华社、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的联合采访。

问：对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进行飞行检查发现了哪些问
题？采取了什么措施？

答：根据举报提供的线索，7 月 6 日-8 日，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会同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长春长生生物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进行飞行
检查；7 月 15 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组成调查组进
驻企业全面开展调查；7 月 15 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长
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
病疫苗的通告》。

初步检查发现，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编造生产记录和产
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上述行为严重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药品 GMP)有关规定。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停止生产，
收回药品 GMP证书，召回尚未使用的狂犬病疫苗，并会同
吉林省局对企业立案调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本次飞行检查所有涉事批次产品尚未出厂和上
市销售，全部产品得到有效控制。

7 月 22 日，国家药监局部署了对全国疫苗生产企业
进行全面检查，7 月 25 日起，在 2018 年年初对全国 45家
疫苗生产企业全覆盖跟踪检查的基础上，组织全国监管力
量，派出检查组对全部疫苗生产企业原辅料、生产、检验、
批签发等进行全流程、全链条彻查，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
全。

问：2017 年 11 月 3 日公布的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
格问题是如何发现的？目前问题疫苗流向和控制情况如
何？

答：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接到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检院)报告，在药品抽样检验中检
出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201605014-01、武汉生
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生物公司)生产
的批号为 201607050-2 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
准规定。

原食药监总局会同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立即组织专家
研判，向有关省市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不合格疫苗处

置工作。一是责令企业查明流向。经查，长春长生生物公司
生产的该批次疫苗共计 252600支，全部销往山东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武汉生物公司生产的该批次疫苗共计 400520
支，销往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0520 支，销往河北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10000支。二是立即停止使用不合格产
品。三是责令疫苗生产企业报告 2 批次不合格疫苗出厂检
验结果，对留样重新检验，认真查找效价不合格原因。四是
派出调查组对两家企业开展调查，并进行现场生产体系合
规性检查。五是抽取两家企业生产的所有在有效期内的百
白破疫苗样品进行检验。涉事疫苗已全部封存并由企业完
成召回。

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自去年以来一直未恢复百白破疫苗的
生产。武汉生物公司整改后，中检院对其连续生产的 30 批百
白破疫苗进行效价测定，结果全部符合规定，结合现场检查，
恢复生产。

问：我国采取哪些措施保障疫苗产品质量安全？
答：我国已经建立起覆盖疫苗“研发—生产—流通—接

种”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系，拥有比较完备的疫苗监管体制、
法规体系和标准管理，建成科学严谨的疫苗注册审批制度，实
施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药品 GMP 和严格的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上市疫苗全部实行国家批签发管理，并建立了疫苗
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报告系统。

在批签发方面，为确保疫苗等生物制品的安全、有效，在
每批产品上市前由药品检验机构进行资料审核、样品检验及
签发，这种监督管理是国际上对疫苗等生物制品监管的通行
做法，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各国政府对疫苗类生物制品实行
监管的关键职能之一。我国自 2001 年 12 月开始对百白破、卡
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麻疹疫苗、重组乙型肝炎疫苗等 5种
计划免疫疫苗试行批签发，2006 年 1 月 1 日起对所有疫苗实
施批签发，对规范企业生产、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业有序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疫苗生产监管方面，国家药监部门每年组织对疫苗生
产企业全覆盖检查。一是按照药品 GMP 要求、中国药典要
求、注册标准要求对疫苗生产质量控制进行跟踪检查。二是根
据批签发、国家抽检、不良反应监测等收集到的风险信号开展
飞行检查。根据检查发现的缺陷，对企业采取要求整改、发警
告信、暂停批签发、召回相关产品或停产等措施。

国家药监局：疫苗监管问答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中国疾控中心专
家 25日就疫苗接种有关问题回答公众关切。

问：接种疫苗在保护健康方面发挥了什
么作用？

答：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
的手段。疫苗的发明和预防接种是人类最伟
大的公共卫生成就。疫苗接种的普及，避免了
无数儿童残疾和死亡。世界各国政府均将预
防接种列为最优先的公共预防服务项目。

我国通过接种疫苗，实施国家免疫规划，
有效地控制了疫苗针对传染病发病。通过口服
小儿麻痹糖丸，自 1995年后，我国即阻断了本
土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使成千上万孩子避
免了肢体残疾；普及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后，
我国 5 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已从 1992
年的 9 . 7% 降至 2014 年的 0 . 3%；上世纪中
期，我国麻疹年发病人数曾高达 900 多万，至
2017年，发病人数已不到 6000例；普及儿童计
划免疫前，白喉每年可导致数以十万计儿童发
病，2006 年后，我国已无白喉病例报告。上世
纪 60 年代，我国流脑发病最高年份曾高达
304万例，至 2017年，发病人数已低于 200例；
乙脑最高年份报告近 20 万例，2017 年发病数
仅千余例。国家免疫规划的实施有效地保护了
广大儿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不断提高免疫服
务质量，维持高水平接种率是全社会的责任。

问：针对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已经做
了哪些工作？

答：2017 年 10 月 29 日，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发通知，责成
吉林、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责令疫苗生
产企业切实履行产品召回责任，及时封存和
召回不合格疫苗。要求河北、山东、重庆三地
卫生计生部门立即停止使用相关批次百白破
疫苗、追查流向和使用情况。原国家卫生计生
委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估。经专家评估，部分
儿童虽接种了不合格百白破疫苗，但由于易
感人群尚未形成显著积累，短期内引起相应
疾病暴发和较大范围流行的概率较低。

2018 年 3 月，中国疾控中心组织专家制定了《百白破疫苗
补种技术方案》，并印发至河北省、山东省、重庆市疾控中心和
长春长生公司、武汉生物公司。同时，组织三省疾控中心的专
家，讨论补种的相关细节和技术要求，共同拟定了百白破疫苗
补种知情同意书、补种告知书等。河北、山东、重庆三省(市)卫
生计生部门按照补种通知要求和技术方案规定，制定本地区补
种工作实施方案，开展人员培训，接种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儿童
补种工作陆续展开。

问：如果接种了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补种规范是什么？
答：百白破疫苗受种儿童需分别于 3、4、5 月龄和 18 月龄

各接种 1剂次，共 4剂次。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开展补
种。根据已接种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剂次的不同，采取不同补种
措施，但综合考虑补种增加的异常反应发生风险，受种儿童接
种百白破疫苗的总剂次不超过 5剂次。具体补种程序为接种过
1剂次不合格疫苗的儿童，补种 1剂次；接种过 2剂次或 3剂次
不合格疫苗的儿童，按照总剂次不超过 5剂次的原则，补种 2
剂次或 1剂次。接种间隔参照当地百白破疫苗补种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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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2 日，国家药监局部署了对全国疫苗生产企业进行全面检查，7 月 25 日

起，在 2018 年年初对全国 45 家疫苗生产企业全覆盖跟踪检查的基础上，组织全

国监管力量，派出检查组对全部疫苗生产企业原辅料、生产、检验、批签发等进行

全流程、全链条彻查，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为确保疫苗等生物制品的安全、有效，在每批产品上市前由药品检验机构进行

资料审核、样品检验及签发，这种监督管理是国际上对疫苗等生物制品监管的通行

做法，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各国政府对疫苗类生物制品实行监管的关键职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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