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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断贷”的几个要点 
 

近期，有些人将多地发生的房屋断贷与美国次贷危机作对比，但两者成因有本质
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本文详细梳理本轮断贷的根结及其影响，供参考。 

 一问：与次贷危机的本质区别？问题在供给端非需求端、地产金融化程度低 

国内近期的断贷问题与美国次贷危机有本质区别，我国核心问题在供给端、不在

需求端。次贷危机前，美国信用资质较差的抵押贷款占比由 2003 年的 8%提升至

2007 年的 13%，2007 年开始，美国需求侧偿付能力明显恶化，使得房贷违约加

速暴露、拖欠率显著抬升。但我国断贷的直接触发因素是房企项目停工，居民希

望通过断贷推动房企“保交付”，并不是居民偿付能力大幅恶化导致贷款违约。 

相较于美国，我国房地产金融化程度低，房贷违约的杠杆效应较小。虽然住房贷

款在中美信贷市场中的份额均较高，但美国地产金融化程度显著高于我国，会进

一步放大居民违约带来的连锁反应。美国 MBS 的规模和流动性仅次于国债，

MBS 资产存量占固收市场规模的 23%、日均交易量占总成交量的 29%，金融性

更强；而我国地产 ABS存量占固收市场规模的 0.74%，违约扩散效应暂时可控。 

 二问：本轮断贷的根结何在？房企“高周转”模式失效带来的现金流压制 

地产项目停工是断贷的直接导火索，主要缘于房企现金流压制显著加强。去年下

半年以来，房企停工现象开始增多，房屋竣工显著下滑、今年进一步恶化，竣工

同比由去年 6 月的 67%下滑至今年 6 月的-40.7%。截至 6 月，面临停工交付问题

的商品房面积约占去年总成交面积的 11%。房企停工主要原因在于现金流持续恶

化，上市房企筹资现金流快速下降、销售回款持续低迷加剧了房企现金流压制。 

经济下行周期下，前期“期房-高周转”运作模式引发的违规问题在放大，是房企

现金流承压的根结。经历了多年“高周转”运作，房企杠杆持续上升，资产负债

率由 2007 年的 62%提升至 2021 年的 79%。地产下行周期下，房企现金流压制

加速凸显，商品房期房销售快速萎缩、同比由 110%下滑至-28%，资金回笼难度

加大，而房企的杠杆效应进一步放大现金流压制影响，前期违规问题逐步暴露。 

 三问：断贷影响何在？短期或影响购房预期，中期或强化地产周期变平逻辑 

短期断贷风险扩散或相对可控，但可能影响到居民购房预期和行为。由于中美断

贷存在本质不同，且我国断贷发生后，银保监会、地方政府、开发商均积极推动

“保交付”和风险处臵工作，均指向我国断贷对经济影响的“放大器”效应或相

对较小。但断贷可能冲击居民购房预期，居民对房价预期的上涨占比已由去年 3

月的 25%回落至今年 6 月的 16.2%，或使本就低迷的购房需求恢复难度加大。 

中期来看，断贷或影响地产供需两端恢复弹性，强化地产周期“平坦化”趋势。

断贷影响下，居民避险情绪或上升、优先考虑购买现房和二手房、对期房的购买

或趋于谨慎，进而可能影响新房销售恢复弹性。同时，当前房企面临的现金流压

制等供给端约束比以往更强，或使“高杠杆、高周转”模式运作困难，或影响地

产投资修复空间和弹性，因此断贷或从供需两端，强化地产周期平坦化的趋势。 

 

风险提示：疫情发展超预期，地产下行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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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些人将多地发生的房屋断贷与美国次贷危机作对比，但两者成因

有本质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本文详细梳理本轮断贷的根结及其影响，供参考。  

一、本轮断贷与次贷危机的本质区别？ 

国内近期的断贷问题与美国次贷危机有本质区别，我国核心问题在供给端、

不在需求端。次贷危机前，美国信用资质较差的抵押贷款占比持续提升、由

2003 年的 7.7%提升至 2007 年的 12.7%；2007 年开始，美国需求侧偿付能力

明显恶化，使得美国房贷违约加速暴露，住房贷款拖欠率显著抬升、由 2007

年的 2%提升至 2010 年的 10.6%。但我国本轮断贷的直接触发因素是房企项

目停工，居民希望通过断贷推动房企“保交付”，我国需求侧偿付能力没有大

幅恶化、住房按揭贷款不良率常年维持在 0.3%的较低水平。 

图表 1：次贷危机下，美国住房贷款拖欠率快速上行  图表 2：2003年起，美国信用评级低的贷款占比提升1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New York Fed Consumer Credit Panel/Equifax、国金证券研究所 

住房贷款是中美信贷市场的重要组成，但相较于美国，我国涉及断贷的个

人住房贷款份额较小。目前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占整体信贷规模的比重约为 19%，

次贷危机时期，美国占比为 20%，对应两国总房贷规模都十分庞大。但美国次

贷危机时期的居民贷款违约率远超我国目前水平；2006-2009 年，美国居民部

门住房债务违约率由 4.2%提升至 11.3%。而我国住房贷款不良率常年维持在

0.3%的水平，且本轮住房贷款违约范围主要集中在出现停工、延期交付的地产

项目上，这些停工项目涉及不良贷款平均仅占商业银行按揭贷款的 0.01%。 

图表 3：个人住房贷款是我国信贷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表 4：住房贷款是美国信贷市场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1
 信用评分从 580 至 669 为一般，670 至 739为良好，740 至 799 为非常好，800及以上是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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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次贷危机时，美国居民部分债务违约率高企  图表 6：本轮停工项目涉及不良贷款占比较小 

 

 

 
来源：New York Fed Consumer Credit Panel/Equifax、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我国房地产金融化程度明显低于美国，或使房贷违约的杠杆效应相对较弱。

美国 MBS 的规模和流动性仅次于国债，2021 年 MBS 资产存量占美国固收市

场的 23%、日均成交量占美国固收市场日均成交总量的 29.2%；同时 MBS 收

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国债收益率直接挂钩，金融属性更强。反观我国，

地产 ABS 存量仅占固收市场规模的 0.74%，且 2016 年以来我国对房地产行业

去金融化调控显著加强。这说明美国地产金融化程度显著高于我国，而金融杠

杆会进一步放大居民房贷违约带来的连锁冲击。 

图表 7：MBS是美国固收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表 8：美国 MBS收益率与国债、抵押贷款利率挂钩 

 

 

 

来源：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Bloomberg、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9：ABS在中国固收市场中的份额较低  图表 10：2016年以来，我国地产去金融化政策频出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银保监会、发改委、央行、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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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固收市场各资产存量占比

国债 地方政府债 金融债 公司信用债 ABS 同业存单

时 间 文 件 主 要 内 容

2 0 1 6 / 1 0
《 关 于 试 行 房 地 产 、 产 能 过 剩 行 业 公

司 债 券 分 类 监 管 的 函 》

对 房 地 产 业 公 司 债 券 实 行 “ 基 础 范 围 + 综 合 评 价 指 标

” 的 分 类 监 管 标 准 ， 募 集 资 金 可 以 用 于 还 贷 、 开 发 项

目 和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不 得 用 于 购 臵 土 地

2 0 1 7 / 1 0 《 关 于 规 范 银 信 类 业 务 的 通 知 》
不 得 将 信 托 资 金 违 规 投 向 房 地 产 、 地 方 政 府 融 资 平 台

、 股 市 、 产 能 过 剩 等 限 制 或 禁 止 领 域 等

2 0 1 8 / 5
《 关 于 完 善 市 场 约 束 机 制  严 格 防 范

外 债 风 险 和 地 方 债 务 风 险 的 通 知 》

房 企 境 外 发 债 不 得 投 资 境 内 外 房 地 产 项 目 、 补 充 运 营

资 金 ， 仅 限 归 还 存 量 债 务

2 0 1 9 / 5

《 中 国 银 保 监 会 关 于 开 展 “ 巩 固 治 乱

象 成 果  促 进 合 规 建 设 ” 工 作 的 通 知

》

. . .禁 止 银 行 向 “ 四 证 ” 不 全 及 资 金 不 到 位 的 房 企 融

资 ； 禁 止 资 金 通 过 影 子 银 行 渠 道 违 规 流 入 房 地 产 市

场 ； 禁 止 并 购 贷 、 经 营 贷 等 资 金 被 挪 用 于 房 地 产 开 发

2 0 1 9 / 7
《 关 于 对 房 地 产 企 业 发 行 外 债 申 请 备

案 登 记 有 关 要 求 的 通 知 》

房 地 产 企 业 发 行 外 债 只 能 用 于 臵 换 未 来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中 长 期 境 外 债 务

2 0 1 9 / 8
《 中 国 银 保 监 会 信 托 部 关 于 进 一 步 做

好 下 半 年 信 托 监 管 工 作 的 通 知 》

按 月 监 测 房 地 产 信 托 业 务 变 化 情 况 . . .坚 决 遏 制 房 地 产

信 托 过 快 增 长 、 风 险 过 度 积 累 的 势 头

2 0 2 0 / 8 “ 3 4 5” 新 规
房 地 产 企 业 三 道 红 线 :剔 除 预 收 款 后 的 资 产 负 债 率 大 于

7 0 %、 净 负 债 率 大 于 1 0 0 %、 现 金 短 债 比 小 于 1 0 0 %

2 0 2 0 / 1 2
《 关 于 建 立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房 地 产 贷

款 集 中 度 管 理 制 度 的 通 知 》

房 地 产 贷 款 余 额 占 比 及 个 人 住 房 贷 款 余 额 贷 款 占 比 不

得 高 于 监 管 部 门 确 定 的 上 限

2 0 2 1 / 3
《 关 于 防 止 经 营 用 途 贷 款 违 规 流 入 房

地 产 领 域 的 通 知 》

加 大 对 经 营 用 途 贷 款 违 规 流 入 房 地 产 问 题 的 监 督 检 查

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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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轮房贷断供的根结在哪？ 

地产项目停工是断贷的直接导火索，主要缘于房企现金流压制显著加强。

2021 年下半年以来，房企停工现象开始增多，全国房屋新开工、竣工显著下滑、

今年进一步恶化，新开工同比于去年 5 月转负、快速下滑至今年 6 月的-45%，

竣工同比从去年 6 月的 66.6%降至今年 6 月的-40.7%；截至 6 月，面临停工交

付问题的商品房面积约占去年商品房总成交面积的 10.7%。停工主要原因在于

房企现金流恶化，上市房企筹资现金流去年下半年同比下降 25.6%、降幅创历

史新高，前期商品房销售回款低迷进一步加剧房企现金流压制。 

图表 11：全国房屋新开工、竣工面积快速下行  图表 12：多城市出现地产项目停工、延期交付问题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CRIC、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3：房地产筹资现金流增速快速下降  图表 14：商品房销售、开发投资额同比增速快速下滑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前期预售资金监管加强、房企信用风险凸显，使房企现金流受限问题加速

暴露。2021 年起，地产调控对房企资金端管理趋严，预售资金监管加强即为典

型；截至去年年底，全国 75 个城市出台了加强预售资金监管的相关措施，其

中 61%的城市明确收紧房企预售资金使用。同时地产债违约规模快速增长、占

全部违约债券比重，2021年接近 20%、2022 年超过 68%；房企信用违约增多，

使得金融机构放贷、买债趋于谨慎，房企融资螺旋式收缩、现金流压力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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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2021年大多城市明确收紧预售资金监管  图表 16：2022年地产债券违约规模占比远超其他行业 

 

 

 
来源：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7：2021年，房企受限现金比例明显提升  图表 18：2021年，房企非受限现金短债比明显回落 

 

 

 
来源：CRIC、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CRIC、国金证券研究所 

 

经济下行周期下，前期“期房-高周转”运作模式引发的违规问题在放大，

是房企现金流承压的根结。经历了多年“高周转”模式的运作，房企杠杆持续

抬升，资产负债率由 2007 年的 62%提升至 2021 年的 79%。地产下行周期下，

房企现金流压制加速凸显，商品房期房销售快速萎缩、同比增速由 109.9%下

滑至-28.2%，资金回笼难度加大；同时，房企杠杆效应进一步放大现金流压制

影响，前期违规问题逐步暴露。 

图表 19：近年来，房地产行业资产负债率明显提升  图表 20：2021年以来，商品房期房销售明显下滑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仅风险提示, 7%

仅加强监管, 

21%

调整优化, 

11%

明确收紧,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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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轮房贷断贷的影响何在？ 

房地产通过信贷、金融、财政、产业链等多链条对经济造成影响，但从政

策应对和杠杆效应来看，短期断贷风险扩散或相对可控。经济运作规律显示，

房企通过开发贷、按揭贷、土地财政、投资等多途径链接居民部门、政府部门

和上下游产业链，因此房地产断贷对经济的连锁反应不容小觑。但中美断贷存

在本质不同、我国房贷违约的杠杆效应相对较弱，且我国断贷发生后，银保监

会、地方政府、开发商均积极推动“保交付”和风险处臵工作，均指向本轮断

贷对经济影响的“放大器”效应或相对较小。 

图表 21：房地产通过多链条对经济产生影响  图表 22：多方对应对房贷断贷明确表态、积极处理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公司公告、银保监会、地方政府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短期来看，断贷或影响居民购房预期，使本就低迷的购房需求进一步承压。

前期房企现金流受压制显著、运作模式失效已冲击市场信心和预期，居民对未

来房价预期的上涨占比由去年 3 月的 25.2%回落至今年 6 月的 16.2%、下跌占

比对应由 10.9%上涨至 16%。消极预期下，今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仅为过往同

期水平的 55.5%，而目前断贷持续发酵或将进一步加大购房需求的恢复难度。 

图表 23：未来房价预期持续走低  图表 24：2022年商品房成交远不及过往同期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中期来看，断贷或影响地产供需两端恢复弹性，强化地产周期“平坦化”

趋势。断贷影响下，居民避险情绪或上升、优先考虑购买现房和二手房、对期

房的购买或趋于谨慎，进而可能影响新房销售恢复弹性。同时，当前房企面临

的现金流压制等供给端约束比以往更强，或使过去“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

模式运作困难，或影响地产投资修复空间和弹性，因此断贷或从供需两端，强

化地产周期平坦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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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及 “ 断 贷 ” 事 件 的 个 人 住 房 按 揭 贷 款 占 比 多 数 在 0 . 0 1 %左 右 ， 业

务 规 模 较 小 ， 总 体 风 险 可 控 。

银 保 监 会

坚 持 “ 房 子 是 用 来 住 的 、 不 是 用 来 炒 的 ” 定 位 ， 坚 持 稳 地 价 、 稳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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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 大 地 产 ： 正 全 面 推 进 珠 三 角 地 区 “ 保 交 楼 ” 广 州 、 佛 山 等 地 5 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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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地产需求端指标修复弹性下降  图表 26：地产供给端指标修复弹性下降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1、疫情发展超预期。目前全国多地疫情反弹或对复产复工进程造成影响，可
能延缓地产行业的生产、需求恢复。 

2、地产下行超预期。地产下行或通过信贷、金融、财政、产业链等多链条对
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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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制作任何形式的复制、转发、转载、引用、修改、仿制、刊发，或以任何

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经过书面授权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

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产生基于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但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

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反映撰写研究人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故本报告所载观

点可能与其他类似研究报告的观点及市场实际情况不一致，国金证券不对使用本报告所包含的材料产生的任何直接

或间接损失或与此有关的其他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

的判断，在不作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可能会随时调整，亦可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与

国金证券其它业务部门、单位或附属机构在制作类似的其他材料时所给出的意见不同或者相反。 

本报告仅为参考之用，在任何地区均不应被视为买卖任何证券、金融工具的要约或要约邀请。本报告提及的任

何证券或金融工具均可能含有重大的风险，可能不易变卖以及不适合所有投资者。本报告所提及的证券或金融工具

的价格、价值及收益可能会受汇率影响而波动。过往的业绩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表现。  

客户应当考虑到国金证券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而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

证券研究报告是用于服务具备专业知识的投资者和投资顾问的专业产品，使用时必须经专业人士进行解读。国金证

券建议获取报告人员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报告本身、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意见也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国金证券不就报告中的

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国金证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

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并非意图发送、发布给在当地法律或监管规则下不允许向其发送、发布该研究报告的人员。国金证券并

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国金证券的客户。本报告对于收件人而言属高度机密，只有符合条件的收件人才能

使用。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报告仅供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中风险评级高于 C3 级(含

C3 级）的投资者使用；本报告所包含的观点及建议并未考虑个别客户的特殊状况、目标或需要，不应被视为对特定

客户关于特定证券或金融工具的建议或策略。对于本报告中提及的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本报告的收件人须保持自

身的独立判断。使用国金证券研究报告进行投资，遭受任何损失，国金证券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若国金证券以外的任何机构或个人发送本报告，则由该机构或个人为此发送行为承担全部责任。本报告不构成

国金证券向发送本报告机构或个人的收件人提供投资建议，国金证券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此报告仅限于中国境内使用。国金证券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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