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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晚了，上午的号码发完了。 ”
8 月 31 日 9 点 50 分，记者来到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还没等记者开口，门口保安便第一时间告知了这个消息。
8 月底开始发酵的上海离婚买房潮，关键字眼是“排队”和“限号”。 不同年龄段的夫妻涌入到各区交易中心，他们中的大部分，之所以选择暂时结束婚姻，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

买房名额以及更低的首付和契税。
这波离婚潮的涌现，始于 8 月下旬的传言———上海将继续加强对楼市的调控，广为流传的细则中甚至对离婚买房有了明确的政策约束。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11 年“新国八条”发布以后的 5 年来，每次房地产调控收紧之际，一线城市的离婚率就直线上升。
拿婚姻作赌注，套制度缺陷的红利，你会如何选择？

离婚限号
自 8 月中旬开始， 上海各区民政局的离婚人数明显

增多。
8 月 31 日 9 点 50 分，记者来到位于南宁路 999 号的

徐汇区民政局离婚登记处，登记处门口已经是长长的队
伍，一直延伸到电梯口。 门口贴着的通知上写着：鉴于今
天办理离婚登记人数众多， 已超出我中心业务接待能
力，为确保服务质量、保障婚姻登记窗口正常的工作秩
序，我中心暂时实行限号办理，今天上午发放三十个排
队号已全部取完，尚余下午排队号可领。 为了避免当事
人长时间的无谓等待，请需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领号
后下午再到我中心取号办理相关事务。 此前几天，该民
政局被挤爆，8 月 29 号有 70 多对夫妻前来办理离婚，是
平时人数的数倍，离婚登记处不得不采取了临时“封闭”
措施。

工作人员透露， 登记处上午九点才开始办理业务，
但 8 月底以来， 每天早上六七点就有大批夫妻赶来排
队，甚至有心急的凌晨两三点就在楼下等候。

此时的离婚登记大厅，找不出一丝与“舍”或“离”有
关的情绪，每个人似乎都对未来充满着期待。

这里的话题和笑声， 也更像是来自市井茶肆、 街边
弄堂、农贸市场：孩子多大了，孩子的孩子多大了。 话题
最终会落到房子上。 你要在哪儿买房？ 你的房子均价多
少钱？ 精装还是简装？ 得房率有多高？

排队的人群中， 一位四五十岁的大妈看到记者手上
拿的排队号问：“你是下午来离？ ”“是啊。 ”她有点不好意
思地笑起来：“你也是为了买房吧？ ”

大厅内， 有年逾花甲的白发老人坐在椅子上边讲话
边签离婚相关文件，两人举手投足十分默契，看不出感
情破裂的迹象；也有年轻夫妻带着满地乱跑的小孩来离
婚，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34 岁的罗奇(化名)就是其中的一员。 罗奇和妻子均
是上海户口，5 年前买了嘉定的一套 80 平米的两房作为
新房。 去年有了小孩后，罗奇一直计划置换一套位置不
那么偏远的大三房。

按照上海的现行政策， 他看中的那套价格接近 800
万的三房算二套非普通住房， 必须支付 7 成的首付，这
意味着罗奇一家需要一次性拿出 560 万的现金， (这 )无
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中介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夫妻
二人离婚，将嘉定的房子算到妻子名下，罗奇凭借单身
身份买下新房，只需要支付 5 成的首付。

夫妻俩经过慎重思考后最终同意了这一方案。“我
俩感情很好，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可是这是最好的办
法了。 现在网上很多人批判，说我们为了钱怎么怎么，你
说没有钱怎么办？ 都是被逼的。 ”说到激动处，罗奇提高
了音量。

记者离开婚姻登记中心时， 电梯间里碰到一个快递
小哥。 他说：“哎，有钱人就是能折腾！ ”

大数据显示动向
限号离婚的现象， 同样发生在上海各区民政局。 静

安区民政局原本规定周一周四周五限号 50 个，周二上午
限号 50 下午限号 40 个， 鉴于人数众多又取消了限号，8
月 30 日该登记处办理了 108 起离婚登记；黄浦区和杨浦
区离婚登记处限号 50 个，杨浦区本规定只在上午办理业
务，近期将工作时间延长到下午；奉贤区离婚登记处 30
号办了 74 张离婚证，创下了奉贤区历史上的日离婚数之
最，该区工作人员除了提早半个小时上班，还在办理大
厅增设了不少临时座椅；浦东一天有超过百对夫妇协议
离婚。

上海离婚量的骤然增加，可从大数据中略窥一二。滴
滴媒体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从 8 月 26 日开始，上海市内
打车去往民政局或婚姻登记中心的智能出行量就出现
明显增长。 而在 8 月 29 和 30 日两天相比上周同一时段
增长 1.9 倍。 同比增幅最多的是浦东新区民政局婚姻(收
养)登记中心、虹口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和宝山区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

而同时，根据滴滴媒体研究院数据，8 月 29 和 30 日
两日，用滴滴出行打车去往上海市各房地产交易(产权登
记)中心，公积金贷款中心的出行量相比上周同一时段增
长 27.6%； 8 月 30 日， 有用户同一日内先后打车去往婚
姻登记中心和房地产交易中心。

离婚量大增之际，上海再次出现了恐慌性购房。 8 月
26 日上海的网上房地产签约系统因交易量巨大发生故
障，8 月 27 日至 8 月 31 日，上海一手房成交量连续五天
超过千套，30 日和 31 日均超过 2000 套。 据上海链家市
场研究部数据显示，8 月上海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为
187 万平方米，环比上涨 42.2%，同比上涨 50.1%，创下 9
年来同期新高纪录。

都是“传言”惹的祸？
此轮离婚潮的涌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政策传言引起

的恐慌。
今年以来，上海地王频出，在静安百亿地王诞生后，

上海一周内陆续叫停了四幅地块的出让。8 月 19 日和 22
日，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网站通知中止了浦东新区
唐镇地块和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地块两幅地的出让，给出
的理由均为“附近规划重新调整”。 8 月 24 日下午，上海
土地交易市场再发公告，中止上海市普陀区苏州河滨河
地区南部地块的出让，并没有说明中止原因。

这番动作让外界纷纷猜测新一轮调控的可能性。 8
月 25 日，上海开始传言新政出台，并将召开研讨会研讨
新政，从信贷层面加强调控，实施细则也在各个社交媒
体广泛传播：1、名下无房亦无贷款记录的购房者，首付
最低三成，基金利率无优惠；2、名下无房但有过按揭贷
款历史的，首付最低五成，利率最低 1.1 倍；3、名下有一
套房再次购买者(对户籍而言)，首付 7 成，利率最多 1.1
倍(政策无变化)；4、离婚不足一年的购房者，限购及贷款
政策按照离婚前的家庭情况处理。

令大众哗然的第 4 条细则，针对的是“假离婚”买房，
如果属实的话，这在上海历年来的调控中还是首次。 恐
慌的购房者一瞬间都挤到了民政局。 他们抢着在新政落
地前办理好离婚手续，从而搭上“假离婚”的末班车。

按照上海的现行政策， 上海户籍非单身人士可以购

买两套住宅，但第二套需按照二套房政策来执行(二套房
普通住宅首付 5 成，非普通住宅首付 7 成)。 所谓的“假离
婚”，是指通过离婚将名下房产划归夫妻一方，另一方恢
复单身身份，再购房可以按照首套房政策的办法，来规避
高首付， 并能享受支持刚需购房的利率优惠。 首套房的
契税是 1.5%，二套房是 3%。 以上海 500 万的房子为例，
首套房所需交的契税为 7.5 万，二套房就是 15 万，因此
离婚可以少交一半的契税。

巨大的舆论压力下，8 月 29 日， 上海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以下简称住房委)表示，关于近期社会上有关
购房信贷新政的传言，没有研究过此类政策，将继续严格
执行 3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住房市场体
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沪九条”)。

但在被称为“史上最严调控”的沪九条发布前夕，上
海市住建委同样“辟谣”过，政策最终还是出台了。“次次
都辟谣， 次次都和传的是一样的。 我不想错过最后的机
会。 ”罗奇说。

住建委的表态果然没有阻挡住罗奇们的离婚热情。 8
月 30 日和 31 日， 仍然有大批夫妻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
手续。

离婚和房地产调控始终息息相关，这是中国式特色。
以上海为例 ， 根据上海统计年鉴的数据 ， 上海在
2006-2011 年间每年离婚件数稳定在 5 万件以下，2011
年离婚件数 4.78 万件，“新国八条” 公布以后，2012 年上
海离婚件数大幅增长到 5.29 万件，2013 年暴增到 6.96
万件，2014 年 6.15 万件。

早在今年 3 月 25 日“沪九条”出台后，上海 4 月初就
出现了一波“假离婚潮”，彼时上海多个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协议离婚人数大增， 部分区县民政局对办离婚手续进
行限号。

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主任顾金山在“沪九条”
发布会上曾经对这一现象进行批判。 顾金山说， 上海市
住建委在过去一年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检测中发现，

“假离婚”现象再次抬头，“很多为了买房‘假离婚’，最后
变成真的离婚了。 据我所知， 这部分人非常多， 很多人

‘官司’都打到住建委来了。 ”
经济学家易宪容近日撰文表示， 上海居民为了购买

住房而开始的离婚潮，是利益所驱动，是地方政府过多干
预市场而不愿意采取经济杠杆遏制房价疯狂的结果。

利益和风险
拿婚姻作赌注，利益和风险兼有。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知名专栏作家傅蔚

冈表示，“假离婚”的源头是限购政策，“与其指责当事人
以婚姻作为谋私利的工具， 还不如讨论为什么有催生离
婚的政策。 ”

他认为， 现行政策的不合理之处不仅在于限制家庭
购房次数，还在于通过首套与否来确定房贷利率，许多人
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换取更好的生活条件， 但差别政策化
房贷提高了这部分人的置换成本，“已经有一套房子，我
比没有房子的人更有还贷的能力， 所以衡量利率的高低
不应该是有没有贷过款， 而是你资金的安全。 而我们的
房贷利息刚好和金融的本质相反的， 这是很荒唐的。 你
为了改善住宅环境就要支付更高的房贷利率和更多的首
付。 只要存在这种制度缺陷，那么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套
利者’”，傅蔚冈说。

不过，“假离婚”确实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
上海杜跃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杜跃平对本报表

示，“假离婚”在法律程序上是合法的，因为法律无法判
断当事人内心确认的假离婚为事实证据。 为了买房假离
婚是寻求经济的理性， 钻政策法律的空隙， 是寻求税、
费、利的好处以及买得房屋赚取自认为的上升红利。

杜跃平说，“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 不应成为假离婚
成批出现的导火索、发酵剂，这是可悲的。 个人选择假离
婚，可以理解，但是不可赞同。 ”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曾审理了这样一起案
子：去年 2 月，李莹与张强签署离婚协议，协议内容均由
李莹书写。 李莹说，之所以签这个离婚协议，是为了给孩
子买学区房。 但她净身出户后要求复婚时， 却遭到了丈
夫拒绝，甚至自己那份婚内财产也不同意归还。 于是，李
莹诉至法院，要求撤销离婚协议，重新分割共同财产。

不过法院并没有支持李莹的诉求。法官认为，李莹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待婚姻及财产分割当审慎行事。
李莹在签订的离婚协议中明确承认系自身过错导致离
婚， 所以不能以财产分配简单的失衡判断此份离婚协议
显失公平。 / 经济观察报

上海再现排队离婚潮
堪比2011年地产调控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