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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房地产不仅具有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而且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属性。因此，
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紧密相关。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房地
产周期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二是房地产泡沫与经济泡沫紧密相关；三是房地产与宏观
经济政策紧密相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日本地产危机、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
机以及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使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日益重要。本书采用理
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书共包括10个部分。导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
新之处。
  第一章使用中国1997、2002和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考察了房地产相关产业与中
国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表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占GDP比重均值分别为5.64％和4.28％，
合计为9.92％，其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平均每年分别为0.50％和0.49％，合计为0.99％，
二者应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应大力发展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充分发挥建筑
业产业链长、拉动作用强的特点，促
进经济增长。
房地产不仅具有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而且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属性。因此，
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紧密相关。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房地
产周期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二是房地产泡沫与经济泡沫紧密相关；三是房地产与宏观
经济政策紧密相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日本地产危机、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
机以及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使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日益重要。本书采用理
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书共包
括10个部分。导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  
第一章使用中国1997、2002和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考察了房地产相关产业与中国
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表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占GDP比重均值分别为5.64％和4.28％，合
计为9.92％，其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平均每年分别为0.50％和0.49％，合计为0.99％，二
者应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应大力发展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充分发挥建筑业
产业链长、拉动作用强的特点，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章使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1996-20
07年数据考察了房地产投资、信贷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经
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大于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一旦经济增长出
现波动，将导致房地产投资剧烈波动，但房地产投资波动将引起经济增长较小波动。其
次，房地产购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房地产开发投资更密切；信贷对开发商比对购房者
重要。第三，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信贷的影响大于房地产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
一旦经济增长下跌，将导致房地产信贷严重萎缩。第四，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大于房地产信贷，但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信贷的影响大于房地产投资。因此，一旦经济下
滑，将严重压缩房地产信贷规模，但对房地产投资影响较小。最后，房价对房地产信贷
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和利率。一旦房价下跌，房地产信贷将严重萎缩，从而可能引发违
约风险和房地产金融危机。为此，政府更应控制房价的过快增长。  第三章通过对房东
和租客分别建立两期房价与消费关系模型，考察了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房
东消费模型显示，房价上升使住房消费面积减少、非住房消费增加，但对住房消费额的
影响不确定；家庭收入和住房贷款余额变动与住房消费和非住房消费变动成正比；非住



房消费额与住房消费额存在挤出效应。租客消费模型显示，房价上升将使住房消费量减
少，但对非住房消费无影响；收入变动与住房消费和非住房消费成正比。本章对中国35
个大中城市1996-2007年家庭消费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本期房价对住房消费影响为负，
对非住房消费影响为正，不存在财富效应；上期房价对住房消费和非住房消费均有负向
影响，也不存在财富效应；下期房价对住房消费无显著影响，但对非住房消费有显著影
响，财富效应明显。因此，为扩大住房消费，政策制定者应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其次，
家庭购房贷款作用大于家庭收入。因此，为促进住房消费，放松住房信贷可能比提高家
庭收入更有效。第三，无论对住房消费还是非住房消费，股票市场财富效应显著。因此
，要稳定房市，需稳定股市。第四，住房消费与非住房消费不存在挤出效应。最后，地
理位置对住房消费和非住房消费均产生重要影响。相对于西部城市，东部和中部城市住
房消费和非住房消费增加更大。  第四章从投资回报角度构建一个房地产空间市场与房
地产资本市场关联度的理论模型。理论模型显示，本期股价与本期房价呈正相关关系，
与下期房价呈负相关关系。本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法对深沪两市61家房地产上市公司19
96-2007年度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房市与股市具有很强关联度，但二者关联作用不对称
，房市对股市的影响大于股市对房市的影响。其次，租金变动对房价和股价变动无显著
影响。第三，相对于西部，东部和中部房地产股价和房价增长率更高。这表明，地理位
置对股价和房价变动具有重要影响。第四，房价波动具有明显序列相关性，而股价波动
具有*游走特征。第五，股市风险溢价、流动性、公司规模以及治理结构对股价变动具有
显著影响。最后，滞后开发成本变动和城市经济增长率对房价变动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  第五章在住房流量模型基础上，通过构建住房市场局部均衡模型，考察了外资对房
价的影响。理论模型显示，外资流入将导致房价上涨。本章使用中国31个大中城市1996-
2007年的数据，对上述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验证了本章所提出的基
本命题。实证结果表明，尽管FDI对房价有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在中
国严格外资管制下，FDI流动将不会引发房地产泡沫。此外，实证研究发现，收入是影
响中国大中城市房价的最主要因素，而开发成本则很小。这意味着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
基本是由需求拉动而非成本推动的。最后，实证研究还发现，利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
无效的，城市规模越大，房价越容易上涨，租赁市场对买卖市场的替代效应较小。  第
六章通过构建一个附加预期和投机的住房市场均衡模型，考察了预期和投机对房价的影
响。理论模型显示，理性预期房价越高，投机越盛，房价波动越大；但适应性预期和投
机与房价波动关系较复杂。本章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1996-2007年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
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及其投机对中国城市房价波动都具有较强解释力；预期对房价波
动影响大于经济基本面；上期房价对本期房价波动影响大于下期房价；收入作用大于开
发成本，开发成本并非房价波动的重要因素；人口增长较快的城市，房价波动较大；相
对于西部，东部城市房价波动更大，但中部城市不显著，东部城市更易导致房价泡沫。
  第七章在住房特性基础上，通过构建消费者一开发商模型和投机者一投机者模型说明
了住房泡沫大小以及泡沫破灭的条件。本章利用1996-2007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采用系
统GMM模型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基本上验证了本章所提出的
基本命题。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存在较严重的住房泡沫，中西部没有明显的住房泡沫。
因此，降低东部房价主要是降低预期房价、抑制投机；降低中西部房价要防止收入和开
发成本的过快增长。  第八章在住房存量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购房者、开发商和央
行的住房市场比较动态均衡模型，考察了利率对房价的影响。理论模型显示，本期利率
与本期房价呈正相关关系。本章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1996-2007年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表



明，本期利率变动对房价变动具有正向影响，但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央行利率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其次，本期房价变动对本期利率变动影响不显著，但经济增长
率变动对本期利率变动影响显著。这表明央行利率政策主要是稳定经济增长，而非房价
。再次，利率预期对房价影响不显著。最后，收入比开发成本更能影响房价。这意味着
中国大中城市房价并非成本推动，而是收入拉动的。  第九章在住房流量模型基础上，
构建一个购房者和开发商的住房市场局部均衡模型，考察了完全垄断、寡头竞争和完全
竞争情形下，物业税与房价之间关系。本章理论模型表明，无论何种市场结构，提高物
业税均将导致房价下降；住房市场垄断性越强，房价越高，物业税对房价影响越大。本
章对1996-2007年中国33个大中城市住房市场数据的实证结果发现，物业税将导致房价下
降，但影响甚微。物业税增长率每增加1％，房价增长率将减少0.02％。市场结构对房价
影响大于物业税。勒纳指数每增加1％，房价增长率将增加0.13％。物业税与市场结构相
互作用将使房价上涨，但影响微不足道。物业税与勒纳指数乘积增长率每增加1％，房价
增长率将增加0.01％。因此，对住房开征物业税，将对房价上涨有一定限制作用，但不
能有效抑制房价上涨。为控制房价过快上涨，政策制定者更应注重市场结构对房价的影
响，减少住房市场垄断性。增强住房市场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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