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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度在 2012 年前后分化。我国房地产市场主要

经历“经济下行-政策放松-经济回升-政策收紧”的周期，我们对历史上房地

产周期以及经济周期进行梳理，发现 2012 年以前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具有

较强的一致性，而 2012 年之后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周期波动减少，房地

产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周期的关联度有所下降。 

 透过投入产出表分析房地产业对经济的带动效应。（1）从房地产增加值对经

济的贡献来看，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房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一直呈

现波动上行的趋势，2021 年有所回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2）

2020 年投入产出表显示，若将前向完全关联和后向完全关联相加，每增加 1

单位房地产业的产值，带动全产业增加 1.71 个单位的产值，每增加 1 单位广

义房地产业对于产业的总带动效应约为 1.94 个单位。其中广义房地产业对于

钢压延产品、电力热力、金属制品等传统制造行业的总带动效应逐渐减弱，

对金融、批发零售、商务服务等服务业的总带动效应逐步增强；（3）横向对

比来看，基础设施建设也起到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20 年每增加

1 单位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其他产业增加 2.07 个单位左右，其中基建对专

业技术服务、钢压延产品、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电力、热力生产和供

应以及金属制品的总带动效应更强。汽车消费对于家庭来说是仅次于住房支

出的消费，2020 年每增加 1 单位汽车整车的产值可以对总产值形成 2.63 个

单位的带动，高于房地产和基建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三种预期下，展望房地产行业对今年经济的拉动。在上半年房地产行业面临

较大的下滑风险背景下，假设 2022 年狭义和广义房地产增加值实现同样的增

长，在悲观、中观及乐观三种预期下同比增速分别为-2%、1%和 2%，狭义

房地产增加值分别对支出法 GDP 形成-0.11、0.05 和 0.11 个百分点的拉动，

广义房地产增加值的拉动作用为-0.36、0.18 和 0.36 个百分点，若叠加我们

通过 2020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对总产业的带动效应，预计狭义房地产增加值

对 2022 年 GDP 的拉动作用分别为-0.18、0.09 和 0.18 个百分点，广义房地

产则拉动-0.70、0.35 和 0.70 个百分点。除了直接对产业的带动作用外，房

地产业还具有两大重要的对经济的间接作用，包括“土地财政”以及对居民

消费的负面影响作用。 

 房地产行业正面临结构性转换节点，主要发展方向有三。通过对比日本和美

国的房地产业发展周期以及城镇化、人口结构变动等要素，整体来看，我国

房地产行业正面临阶段转换的重要节点，后续我国房地产行业将逐步结束粗

放式的高增长模式，转而进入结构优化、质量提升的精细化发展阶段。目

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一是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

住房，二是城市更新升级，三是增加热点城市住房供给。 

 风险提示：疫情蔓延超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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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房地产行业在受到疫情、政策调控、房企债务等多重因素影响出现阶段性下滑，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房地产行业的走弱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我们首

先分析了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性，发现 2012 年前房地产周期波动与经济波动有着

较强关联度，但之后的关联性有所下降。其次，通过对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得出狭义以及

广义房地产行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其中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在增强，对传统制造业

带动作用逐渐减弱，同时也与基建和汽车产业进行了横向对比。然后，我们根据悲观、中

观、乐观三种预期对 2022 年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进行测算。最后，通过对比日本和美国

的房地产业发展路径以及人口结构，对我国房地产业未来三大发展方向进行前瞻分析。 

1 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度在 2012 年前后分化 

自 1998 年商品房制度建立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主要经历“经济下行 -政策放松-经济

回升-政策收紧”的周期，我们对历史上房地产周期以及经济周期进行梳理，发现 2012 年

以前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而 2012 年之后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周

期波动减少，房地产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周期的关联度有所下降： 

1998 年 -2007 年：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变价 GDP 同比增速由 1997 年的

9.24%回落至 7.85%，经济形势较为严峻。我国住房分配由实物转为货币化，房地产行业

开启市场化的序幕，1998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大幅增长 34.8%，随后房地产市场进入了

高速增长期，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自 2001 年至 2008 年均维持在 20%左右。同时，国

内经济增速也在快速回升，从 1998 年的 GDP 同比 7.85%上升至 2007 年的 14.23%。

2003 至 2007 年进入地产调控期，2003 年，国务院明确将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产业，为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2005 年国务院颁布了“旧国八条”，2006 年也推出了调控

房地产市场的“国六条”，2007 年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调控力度继续加大，年内共加息六次。 

2008 年-2013 年：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GDP 较前年下滑 4.58 个百分点至

9.65%，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滑，房地产景气度也出现下滑，商品房销售面积在 2008 年同

比大幅下降 19.7%。在这一时期货币政策连续降息 5 次，房地产政策方面，10 月央行宣布

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 20%，同时下调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利率。12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将个人住

房转让免征营业税的规定由 5 年改为 2 年。在政策的刺激下，楼市于 2009 年第二季度开始

回暖，房企拿地意愿回升，土地价格屡创新高，经济增速也由 Q1 的 6.4%升至 Q2 的 7.3%。

然而，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国四条”于 2009 年 12 月推出，拉开新一轮

地产调控的序幕，除 2012 年地产政策有小幅松动外，2010、2011 及 2013 年，分别出台

“国十一条”、新“国八条”、“国五条”，持续调控房市。 

2014 年 -2019 年：2014 年经济开始加速下行，GDP 增速由 2013 年的 7.7%下行至

7.4%，同时房价进入下行区间，商品房销售面积由 2013 年的上涨 17.3%转为下降 7.6%，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回落 9.3 个百分点至 10.5%。2014 年 9 月央行和银监会出台“930

新政”，2015 年楼市政策主要集中于“去库存”，棚改补偿由实物安置转为货币化安置。

2015 年 6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速开始转正，2016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由

1.0%上升至 6.9%。而 2016 年 GDP 同比增速仍较 2015 年下滑约 0.2 个百分点，但下滑的

程度较 2014 和 2015 年有所收窄。2016 年下半年，地产调控主要采取分类调控、因城施策

的思路，多个城市开始收紧楼市政策，包括提高购房资格或贷款门槛等，2016 年年底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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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房住不炒”，为 2017 年继续加码楼市调控定调，2018 至 2019 年

虽然部分季度政策略有放松，但整体调控力度并未大幅降低。 

2020 年至今：2020 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转为下降 6.9%，

商品房销售面积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同比下降 26.3%和 7.7%。各地出台应对疫情挑战的

房地产政策，包括推动房企复工复产、因城施策地放松调控政策等，但总体的放松程度仍

较谨慎。而下半年随着疫情好转，同时出台一系列流动性宽松政策，经济增速于 Q3 由同比

下降转为回升，房地产市场也逐步恢复，房地产开发投资及商品房销售面积分别于 6 月和

11 月转为正增长。地产调控政策在下半年由适度宽松转为收紧，国务院 7 月 24 日召开房地

产工作座谈会，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房企的“三道红线”出台，随

后不少城市也出台了调控收紧的政策。2021 年 “房住不炒”依然是调控的主基调，继房企

融资“三道红线”后，还出台了银行房贷“两道红线”、“两集中”供地等。但在 2021 年下

半年，经济受到疫情二次脉冲，Q4 房地产销售明显转弱，地产调控再次进入宽松周期。 

图 1：2012 年以前房地产周期性波动与经济波动具有较高关联性，2012 年之后关联度有所下降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2 透过投入产出表分析房地产业对经济的带动 

2.1 房地产增加值对经济的贡献逐步提升，2021年有所下滑 

2021 年我国房地产增加值为 77560.8 亿元，同比增长 5.6%，受地产调控政策影响，

房地产业增加值自 2016 年来同比增速进入下行通道，发展增速放缓。但从房地产增加值对

经济的贡献来看，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房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一直呈现波动上行

的趋势，从 1980 年 2.1%的比重上升至 2021 年的 6.8%，但 2021 年这一比重较 2020 年下

滑 0.46 个百分点左右。横向对比来看，日本和美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自 2000 年

来均在 10%以上，2020 年日本和美国房地产业占 GDP 比例均在 12.3%左右，我国房地产

业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2000 年至 2007 年，房地产行业对 GDP 的平均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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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1
在 5.6%左右，2008 年至 2021 年的平均贡献率升至 7.3%，可以看出房地产行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重要性仍在逐步提升，然而 2021 年贡献率由 2020 年的 11.0%大幅下滑至 3.2%

左右。但统计局对于房地产增加值的统计范围主要是第三产业，据《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注释》，房地产业门类主要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

赁经营及其他，涉及到的均是与房地产业有关的服务。2003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

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且具有关

联度高、带动性强的特点，探讨其对其他产业的带动效应具有必要性。  

图 2：1980 年来房地产占 GDP 比重持续上行  图 3：1994 年以来日本和美国房地产占 GDP 比重走势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2.2 房地产对传统制造业带动作用减弱，对服务业带动能力增强 

我们采用投入产出表的模型来衡量中国房地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投入产出表

是由列昂惕夫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主要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入和产出的情况，包

括四大象限，第一象限横轴和纵轴分别为中间使用和中间投入，反映各部门之间相互提供、

相互消耗产品的联系，第二象限主要是统计各部门最终使用的情况及构成，包括各部门最

终形成的消费、投资及出口，第三象限反映各部门最初投入的情况，也就是增加值，包含

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第四象限为空白。在进行投入产出

分析时，会用到直接消耗系数、直接分配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完全分配系数、影响力系

数、感应度系数等。总体来看，2020 年，影响力系数靠前的包括计算机、视听设备、广播

电视设备等中下游行业，房地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仅为 0.57，在 153 个部门中排名 151，说

明房地产业对其他部门产生的需求波及程度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对其他产业的需求拉动作

用较弱。但从感应度系数来看，2007 年后房地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开始高于影响力系数。

2020 年感应度系数居前列的包括开采辅助活动和其他采矿产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

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等上游行业，房地产业的感应度系数约为 0.74，在 153 个部门中排名

108，表明房地产行业对其他产业的推动作用要大于拉动作用，在产业链上具有相对偏中游

的属性，并且 2012 年及之后，房地产业的推动作用提升十分明显，而其拉动作用仍偏弱。 

 

                                                                 
1
 房地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房地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量/GDP 的增长量 

0

1

2

3

4

5

6

7

8

0

10

20

30

40

50

1
9
8
2

1
9
8
5

1
9
8
8

1
9
9
1

1
9
9
4

1
9
9
7

2
0
0
0

2
0
0
3

2
0
0
6

2
0
0
9

2
0
1
2

2
0
1
5

2
0
1
8

2
0
2
1

房地产业同比增速 
房地产业贡献率 
房地产业占GDP比重（右轴） 

% % 

10

11

12

13

19
94

19
96

19
98

20
00

20
02

20
04

20
06

20
08

20
10

20
12

20
14

20
16

20
18

20
20

美国房地产占GDP比重 日本房地产占GDP比重 

% 



 
宏观专题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4 

表 1：投入产出表的四象限模型 

产出  

投入  

中间需求  
最终需求  总产出  

1 2 ……  n 

中间投入  

1 Q11 Q12 ……  Q1n Y1 X1 

2 Q21 Q22 ……  Q2n Y2 X2 

……  ……  ……  ……  ……  ……  ……  

n Qn1 Qn2 ……  Qnn Yn Xn 

初始投入  Z1 Z2 ……  Zn 
  

总投入  X1 X2 ……  Xn 
  

数据来源：《房地产与中国经济》、西南证券整理 

表 2：房地产业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 

 
2002 2007 2012 2017 2018 2020 

总部门数  122 135 139 149 153 153 

房地产业影响力系数  0.62 0.48 0.52 0.55 0.56 0.57 

房地产业影响力系数排名  120 134 138 147 151 151 

房地产业感应度系数  0.56 0.54 0.57 0.72 0.73 0.74 

房地产业感应度系数排名  108 117 113 104 106 108 

数据来源：统计局、西南证券整理 

房地产业与各行业存在广泛且密切的联系，从 2020 年的投入产出表来看，房地产业对

153 个部门中 106 个部门产生了需求的拉动，对 148 个部门有推动作用。对房地产业与其

他行业进行关联分析，主要分为后向和前向两类关联关系。后向联系是指某部门在生产过

程中对于其他部门投入的需求，主要通过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来判断该部门对其

他部门的直接拉动和完全拉动的效应，这两个系数值越大说明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越强；

前向联系是指某部门的产出对其他部门的供给，主要由直接分配系数和完全分配系数来代

表，反映该部门对其他产业的推动作用。 

后向关联方面，通过对直接消耗系数分析，可以看出 2020 年房地产对货币金融和其他

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服务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具有较强的直接拉动作用。除 2007 年，金融业、商务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受到的拉

动作用在不断增长，而房地产业对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服务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

应业的拉动有所减弱。完全消耗系数不仅包括房地产业对其他部门的直接拉动，还包括间

接的拉动作用，2020 年房地产业后向完全关联最密切的行业类型与直接关联较接近，货币

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建筑装饰、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以及装

修和其他建筑服务系数排名靠前。其中，金融业、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等服务业受到的

拉动作用呈上升态势，建筑业、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等传统物质型产业受到的拉动作用在

逐渐下行；前向关联方面，房地产业对服务业的直接推动作用明显更强，2020 年房地产业

对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零售、商务服务、批发、房地产业以及居民服务的直接分配

系数居前列，这六个部门中，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于 2020 年受到的直接推动作用有所

下降，其他服务业受到的推动作用呈现上升态势。若加上间接的推动作用，2020 年房地产

业的完全分配系数在商务服务、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批发和零售、房地产业、软件

服务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房屋建筑等部门居前，从纵向的变化来看，批发和零售、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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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和软件服务受到的全部推动作用呈上升态势，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于 2020 年有所

下滑，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于 2007 年大幅下滑，但后续也呈温和上行趋势，而房屋建筑受

房地产业的推动作用在 2002 年后相对而言更平稳；若将前向完全关联和后向完全关联相加，

2020 年房地产业的总带动效应之和约为 1.71，意味着每增加 1 单位房地产业的产值，带动

全产业增加 1.71 个单位的产值。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房地产业、批发零

售业以及软件服务业受到房地产业的总带动效应居 153 个部门前列，而在 2002 年受房地产

完全带动效应较大的分别为金融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建筑业、

商务服务业。总体来看，房地产对于我国服务业的带动效应在逐步增强，而对于传统物质

型产业的带动作用在逐步减弱。 

图 4：房地产业完全消耗系数的变化  图 5：房地产业完全分配系数的变化 

 

 

 

数据来源：统计局、西南证券整理 

注：2002、2007年数据类别为金融业、建筑业  

数据来源：统计局、西南证券整理 

注：2002 年为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建筑业，2007 年为软件业、建筑
业，2017和 2020系数为批发加零售之和 

上述房地产业仅为狭义的房地产，属于第三产业，而广义房地产业包含了建筑业的一

部分。我们采用 2020 年投入产出表中的住宅房屋建筑、体育场馆和其他房屋建筑以及房地

产业，2012 和 2017 年的房屋建筑和房地产业作为广义的房地产业，2020 年广义房地产业

影响力系数在 151 个产业中排名为 116，感应度系数排名为 132。广义房地产业主要拉动的

是金融、商务服务等服务业，以及钢材、水泥、建材等传统制造业，而金融、商务服务、

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受到的推动作用更强。时间动态来看，广义房地产业对于金融、商务服

务、批发零售等服务业的拉动效应在逐步增大，而对电力热力供应、钢压延产品以及金属

制品等行业拉动作用在逐渐减弱。对服务业推动作用明显提升，但其中对金融业的推动在

2020 年有所下滑。若将前向完全关联和后向完全关联相加，2020 年每增加 1 单位广义房

地产业对于产业的总带动效应约为 1.94 个单位，其中带动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 0.14

个单位。对比 2012、2017、2020 年的投入产出表，发现广义房地产业对于钢压延产品、

电力热力、金属制品等传统制造行业的总带动效应逐渐减弱，对金融、批发零售、商务服

务等服务业的总带动效应逐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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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广义房地产业完全消耗系数的变化  图 7：广义房地产业完全分配系数的变化 

 

 

 
数据来源：统计局、西南证券整理 

注：2017 和 2020 系数为批发加零售之和；虚线为传统制造业，实线

为服务业 
 

数据来源：统计局、西南证券整理 

注：  2017和 2020系数为批发加零售之和 

2.3 横向对比，房地产业总带动效应弱于基建和汽车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起到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曾是我国经济的重要引

擎之一。2022 年 4 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全面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在专项债等资金的撬动下，1-5 月我国基建投资同比增

长 6.7%，增速较 1-4 月继续加快，比全部投资增速高 0.5 个百分点。在 2020 年的投入产

出表中，我们采用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水利管理和其他土木工程建筑三个

部门之和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部门。2020 年，基建的影响力系数约为 1.07，而感应度系数仅

为 0.35，说明基建部门对于其他产业的需求拉动作用是更强的。从直接拉动上看，基建对

于专业技术服务、钢压延产品、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

服务及金属制品等产业的拉动作用较强，加上间接的拉动作用，基建对于专业技术服务、

钢压延产品、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以及金属制品的完全拉动

作用更强；从直接推动上看，基建对于水的生产和供应、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农产品、

造纸和纸制品以及钢压延产品等的推动力较大，加上间接的推动作用，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水的生产和供应、农产品、造纸和纸制品以及广义房地产等部门受到基建的推动作

用较大。若将前向和后向的完全联系相加，2020 年每增加 1 单位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其

他产业增加 2.07 个单位左右，其中基建对专业技术服务、钢压延产品、货币金融和其他金

融服务、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以及金属制品的总带动效应更强。与房地产业对比，基础

设施建设的总带动能力更强，且主要体现在需求拉动作用上，结构上两者对金融业的带动

能力均比较大，而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对传统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强于房地产业。 

2022 年 7 月 5 日，商务部等 17 部门发布《关于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的若干措

施》，围绕支持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活跃二手车市场等 6 方面提出 12 项政策措施。汽车

消费对于家庭来说是仅次于住房支出的消费，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在 10%左右，

提振汽车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同时汽车的生产的产业链长，涉及产业范围

广，对其他部门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通过对 2020 年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汽车整车的影

响力系数约为 1.22，感应度系数仅为 0.40，汽车对于其他产业的需求拉动更加有效。2020

年汽车整车对产业的总带动效应为 2.63，意味着每增加 1 单位汽车整车可以对总产值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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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个单位的带动，高于房地产和基建。具体来看，汽车整车对于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商

务服务、批发、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及零售的拉动作用更强，对于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

道路货物运输、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物料搬运设备等其他行业推动力度更大。总体上对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商务服务、批发零售、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等产业

的带动效应更强。 

图 8：2020 年基础设施建设总带动效应较大的部门  图 9：2020 年汽车整车的总带动效应较大的部门 

 

 

 
数据来源：统计局、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统计局、西南证券整理 

3 三种预期下，展望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拉动 

受到疫情、监管力度不减、房企债务问题等多重因素影响，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低迷

的态势。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1-5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50738 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 23.6%，其中，据中指研究院表示，重点百城新建商品住宅月均成交面积约 3099 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 42%，上半年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 0.15%，为 2016 年以来同期最

低水平。房企拿地意愿也有所下降，易居研究院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百城土地成交金额

仅 1.13 万亿元，环比下降 50%，同比降 55%，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土地市场成交偏弱。房

地产市场的转冷也通过房企预期传导到投资端，1-5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为-4.0%，

投资增速连续 2 个月负增长，创 2020 年 4 月以来新低，但 5 月份由于疫情形势边际好转，

房地产开发投资出现环比回升 14.0%左右。从政策端来看，今年上半年各省市因城施策，

出台了发放购房补贴、降低首付比例、降低房贷利率、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放松“三限”

等方面的调控趋松政策。5-6 月，随着疫情形势好转，房地产市场边际有所改善，重点百城

成交面积同比降幅收窄，环比保持增长，但仍有待继续提振，且下半年疫情反复仍具有一

定风险。在上半年房地产行业面临较大的下滑风险背景下，我们对今年狭义和广义房地产

增加值（支出法）进行了弹性预测，假设 2022 年狭义和广义房地产增加值实现同样的增长，

在悲观、中观及乐观三种预期下同比增速分别为-2%、1%和 2%，狭义房地产增加值分别

对支出法 GDP 形成-0.11、0.05 和 0.11 个百分点的拉动，广义房地产增加值的拉动作用为-

0.36、0.18 和 0.36 个百分点，若叠加我们通过 2020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对总产业的带动

效应，预计狭义房地产增加值对 2022 年 GDP 的拉动作用分别为-0.18、0.09 和 0.18 个百

分点，广义房地产则拉动-0.70、0.35 和 0.7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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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三种假设预测 2022 年房地产增加值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三种假设和预期  2022 广义房地产同比增速假设  

悲观假设  -2% 

中观假设  1% 

乐观假设  2% 

对 GDP 的拉动作用（个百分点）  广义房地产  狭义房地产  

悲观预期  -0.36 -0.11 

中观预期  0.18 0.05 

乐观预期  0.36 0.11 

悲观预期（乘以总带动效应系数）  -0.70 -0.18 

中观预期（乘以总带动效应系数）  0.35 0.09 

乐观预期（乘以总带动效应系数）  0.70 0.18 

数据来源：wind、统计局、西南证券整理 

除了直接对产业的带动作用外，房地产业还具有两大重要的对经济的间接作用，首先，

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土地获得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作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来源的重要部分。

2021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87051 亿元，占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88.8%。政府性

基金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收入，因而“土地财政”对

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的贡献。据《2015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支情况》，2015 年用于

城市建设、农业农村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非成本性支出为 6883.19 亿元，占土地出让金支

出总额 20.4%。2022 年 1-5 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8613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8.7%，土地财政的低迷或对基建有一定拖累；其次，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房价的攀

升，居民投资买房意愿不断增强，成为居民投资的主要途径。2013 年至 2020 年全国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而人均购房支出占人均可支配

收入逐步上行。因此，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或助长非理性的房地产投资，虽然短期对三架

马车中的“投资”有所拉动，但对于居民消费形成了挤占，对经济也会产生一定负面作用。 

图 10：2015-2020 年土地出让金占全国政府性基金比重上升   图 11：2013-2020 年居民购房支出比重上升，消费支出下行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注：人均购房支出=商品房销售额/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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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房地产行业正面临结构性转换节点，主要发展方向有三 

推动我国房地产行业在过去高速发展的原因主要包括城镇化率不断提升、置业人群增

加、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以及政策因素等，但主要是粗放式发展，追求速度的同时也面临着

结构性问题。从长期影响因素看，2021 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64.7%，2020 年我国青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71.1%，城市化的发展已经接近后期的稳定阶段；1989 年之

后我国出生人口数进入快速下行通道，而主力购房的人群年龄普遍在 30-40 岁左右，再加

上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后续购房人口基数或将不断减少；2013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由上年 12.6%降至 9.7%，此后几乎一直维持在 10%以下，且 2020 年新冠

疫情的蔓延对居民收入再度形成冲击。短期来看，近两年，我国房地产行业整体表现较为

低迷。销售端来看，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自 2016 年“去库存”后连续五年放缓，2021 年

全国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为 17.9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1.9%，增速较 2020 年有所下滑，商

品房销售额达 1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然而在 2022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金额累计同

比逐月下滑，5 月分别累计同比下降 23.6%和 31.5%，楼市销售的景气度较低；投资端来

看，2021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约 14.8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4.4%，而 2022 年投资增速

也呈现逐月下降态势，在新一轮的疫情冲击下，4、5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转负；土

地端来看，2022 年购置土地面积累计同比降幅每月均在 40%以上，由于销售市场的冷淡，

房企拿地意愿偏低，土地市场也比较萧条；从房价来看，若以统计局公布的销售额除以销

售面积来计算房价，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4 月房价呈连续下行的态势。 

图 12：出生人数在 1989 年之后呈下降态势  图 13：2020 年后房地产市场进入相对冷淡期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日本经济在战后主要经历了高速增长期（1955-1973 年）、低速增长期（1973-1990 年）

以及泡沫破灭后的萧条期（1991 年至今）三个阶段。同时，房地产行业在二战后也相应地

经历第一轮高速增长期（1956-1966 年）、第二轮高速增长期（1967-1975 年）、稳定期

（1975-1986 年）以及泡沫期（1986-1991），随后房地产市场陷入长期的衰退。从城镇化

的角度来看，日本 1945 年之后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从

而带动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增长，因此日本房地产行业在二战后分别经历了两轮高速增长期，

经济在这一时期也同步实现快速上行。但在 1970 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 72.1%左右，1975

年进入城市化放缓的阶段，由于环境污染、房价高企等问题，三大都市圈的人口流入开始

减少，“逆城市化”情况出现，同时，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的经济在这一阶段出现滞涨，

房地产行业的增长也进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广场协议”导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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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房价开始暴涨，日本房地产行业进入泡沫期，然而此时日本经济处于相对低迷的周期。

90 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本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尽管 2000 至 2011 年日本城市化率

重新开始高速增长，但主要原因是“市町村大合并”的施行，被动抬升城市化率，因此房

地产行业未能随之重新进入高速增长期。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与日本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城

市化率均处于接近 70%的水平，随后日本房地产行业在 1975 年结束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中国房地产行业目前也进入了城镇化的后半程，后续增速或进入放缓期。 

与日本相似的是，美国在 1960 年城镇化率便达到了 70%，但之后美国房地产行业呈

现周期性波动。1970 年至 1989 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波动振幅较小，持续时间较短，周期大

约在 5-10 年左右，其中 1973 年和 1979 年分别出现两次小高峰，1973 年石油危机导致能

源短缺，美国经济以及房地产市场均出现下滑，1979 年的房价上行主要受到美国战后“婴

儿潮”进入置业年龄，但在伊朗石油禁运、美联储加息对抗通胀下，经济出现衰退，房价

也开始下跌。1998 年至 2006 年，美国的长期贷款利率处于低位，货币政策维持宽松，并

且 90 年代大量移民进入美国，美国房地产市场快速膨胀。但 2007 年次贷危机爆发，经济

再次陷入衰退，美国房地产价格开始大幅下跌。在经过六年左右的跌势后，2012 年美国房

价在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下开始触底反弹，2020 年新冠疫情再次推升了美国的房地产价

格。可以看出，美国房地产行业的周期波动与人口、经济周期以及金融政策的相关度较高。 

图 14：二战后日本房地产行业经济了五轮周期  图 15：1970 年后，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历四轮周期 

 

 

 
数据来源：《日本 1956-1993 年 房地产发展周期分析及对中国的启

示》、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对比之下我国未来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方向：从人口结构来看，我国 15-64 岁劳动年龄

人口的比重在 2010 年左右出现拐点，日本的第一次劳动年龄人口拐点出现在 1970 年左右，

第二次拐点在 1991 年左右，而美国该年龄段的人口比重拐点首次出现在 1983 年左右，第

二次在 2008 年。日本房地产行业在劳动年龄人口出现第一次拐点后逐渐结束了高速增长期，

进入相对稳定的增长周期，我国房地产行业自 2012 年以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相对此前

有所放缓，因此从人口这一长期影响因素来看，我国房地产行业应进入到稳步发展的阶段。

从人均住房面积来看，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41.76 平方米，

若按 0.8 系数计算套内面积，大约在 33.4 平方米左右，高于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但低于欧美

国家。但是我国房产供应在区域上仍分布不均，比如广东、上海、北京等经济相对发达的

省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均在 35 平方米以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房矛盾仍较突出。据

《2017 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报告显示，我国住房空置率约为 21.5%，高于美国、日本、

新加坡等国家，我国房地产行业此前粗放型的发展导致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囤积大量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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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二线城市的住房供应仍较紧缺。整体来看，我国房地产行业正面临阶段转换的重要

节点，后续我国房地产行业将逐步结束粗放式的高增长模式，转而进入结构优化、质量提

升的精细化发展阶段。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一是，加快发

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目前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 1100 万人，住房刚需仍然比较旺

盛，保障性租赁住房能有效解决大城市人房矛盾突出的问题；二是，城市更新升级，我国

城镇化已进入下半程，房地产行业由增量建设转变为存量的提质升级，提高土地利用率及

价值的同时，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三是，增加热点城市住房供给，一线城市房价过快上涨

主要源于供不应求，落实“稳地价”增加土地供应，从而增加住房供应，是稳定大城市房

地产市场的需要。 

图 16：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拐点与日本、美国对比  图 17：我国住房空置率高于多数国家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2017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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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滢 高级销售经理 18818215593 18818215593 hying@swsc.com.cn 

王昕宇 高级销售经理 17751018376 17751018376 wangxy@swsc.com.cn 

陈慧琳 销售经理 18523487775 18523487775 chhl@swsc.com.cn 

薛世宇 销售经理 18502146429 18502146429 xsy@swsc.com.cn 

北京  

李杨 销售总监 18601139362 18601139362 yfly@swsc.com.cn 

张岚 销售副总监 18601241803 18601241803 zhanglan@swsc.com.cn 

杜小双 高级销售经理 18810922935 18810922935 dxsyf@swsc.com.cn 

王兴 销售经理 13167383522 13167383522 wxing@swsc.com.cn 

来趣儿 销售经理 15609289380 15609289380 lqe@swsc.com.cn 

王宇飞 销售经理 18500981866 18500981866 wangyuf@swsc.com  

广深  

郑龑 
广州销售负责人 

销售经理 
18825189744 18825189744 zhengyan@swsc.com.cn 

陈慧玲 销售经理 18500709330 18500709330 chl@swsc.com.cn 

杨新意 销售经理 17628609919 17628609919 yxy@swsc.com.cn 

张文锋 销售经理 13642639789 13642639789 zwf@swsc.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