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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之厄》

内容概要

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列車上，房地產業成為最賺錢的巨大的產業。五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從來沒
有一個時期像當下的中國人那樣，要為房地產「狂」，要為買一間房愁，「蝸居」、「房奴」也成了
年輕人和無數社會底層的人們的一個專用的名詞。
這本書是來自草根階層的一位知名女學者的專題之書。作為一名「非體制內」的民間獨立研究者，十
多年來，她埋頭於浩瀚資料裏，奔走於城鄉之間，1998年5月31日，她的第一篇「涉房」文章引起了時
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注意及批示。此後，她在網絡上發表許多專題文章，以大量數據及事實解碼在
宏觀經濟領域稱霸的房地產資金量是如何成為中國的國家災難的，她的文章不僅引起有關方面的注目
，更為經濟界、社會學界的學者所推崇。
閱讀這本特別之書，您就會明白，你為甚麼「被『房地產』」呢？！官商又如何勾結，攫取你手中可
憐的錢？你的種種疑問將在這本書中一一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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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不懂
2、住房商品化改革本意是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所需，现实却变成全盘市场
化，保障房建设最终才姗姗来迟，而且无济于事。土地一级市场的私相授受与二级市场的不断翻炒，
房地产拉动GDP的路径依赖，让房价成为国民难以承受之重。
3、一个行外人对这一行内幕最快速的了解，非它莫属。
4、土地一级市场的腐败+拆迁强行制造需求=就业难&社会消费超低
5、简单浏览了下，想知道房地产从90年代发展到现在的各种黑幕，就看这本吧。作者的论点和论据都
很实在。
6、详实的数据，用心的作者
7、敢说真话的书。
8、不过瘾
9、非常好的一本书，作者用数字列出中国房地产的现状和前生
10、对于大致了解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运作和其中的利益链条有帮助。
11、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切为了更好的剥削。
12、用统计数据与良知戳穿ZF和房地产商狼狈为奸压榨房奴牟取暴利的真相。学术都这样做中国就有
希望了。
13、义愤难填，吾之楷模。
14、逻辑清晰，分析深入，丝丝入扣，语言简练，数据翔实，力荐，精读。
15、地产
16、你摊上大事了
17、很多地方逻辑错误。拆迁创造需求和供给。远不如房地产abc和城乡中国
18、全书总结成一句话：全是政府这个大控盘手在操纵搞的。
19、昔孔子言“直八”，佩服作者的认真
20、当体制内的学者被天朝一把屎一把尿喂得脑满肠肥之后，来自民间的声音才显得掷地有声，来自
良心的解读才有振聋发聩的功效。
21、大陆不让出版的东西，种会让你有发现
22、最近我和王炼利老师通过Skype电话聊天，发现老师是一个极其严谨，正直的人，这本书一直没有
在国内出版，但是我真心希望每个人都能看。里面有极其多的数据分析方法，简单好用，而且有效。
王老师精通房地产行业和统计学，这本书在香港出版后，销量是第一名的，香港的著名地产分析师特
意从香港飞到上海了找她。我不是在这里卖广告的。。。。囧！只是真心希望看看，政府到底在多次
的房地产改革当中，对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23、读了一半不到。以后研究需要的话可能会再拿出来看。作者的考证精神真的让人感动。
24、立论不清，叙事不明，不知所云

25、有理有据，拿数据说话。改变了不少之前的看法，近期房地产最佳作。
26、作者最费笔墨抨击的是拆迁，而对于拆迁，是不能一棍子打死的，需从公权与私权的两个角度分
析，各有利弊，此消彼长。当然，暴力拆迁等极端方式是不可取的，公权不能侵犯私权。但作者最后
捎带也抨击了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有为抨击而抨击之嫌，信服力大大降低，一种屁股决定
脑袋的思维。此外，作者所采用的数据为官方数据，其可信度也值得考量，若有一手数据，其信服度
大为提高。最后，读完此书，不禁有一种悲哀，中国人口体量庞大，无法转为福利社会，而一线城市
资源集中、就业机会、生活便利等优势，将导致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若没有准入机制，超大型城市将
会诞生，这是可怕的结果，所以户籍、房价就成为准入衡量标准了，这也为无奈之举。当然大众所抨
击的土地腐败也是不可姑息纵容的，政府计划下的市场经济，这又归结到另一个问题了。
27、数据可参考，但作者研究房地产N年也是表面上的资料。如果是我能坚持花这么多时间研究一样
东西，那一定不只是写本书。
28、此书甚为通俗易懂，揭露潜规则极有煽动性，作者名利双收-然并卵-行内并未因类似言论有哪怕
一点变化。给老外讲市场老怕他们不懂中式规则按市场逻辑讲不通，其实他们不比你懂得少，懂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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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解决，何不把桌面上的逻辑理清楚，做好分内事。厚黑挂嘴边的常是自作聪明，某云：学先进，
傍大款，走正道 
29、真犀利啊，也很专业。虽然封面和介绍有点像是盗版书......不谈左右，务实精神可嘉，不过貌似没
能在国内上市呢，还是位女作者！
30、就是这么回事
31、看过，作者敢说真话，在看书过程中挑了几个书中的报道和数据去查阅资料，基本属实，没有捏
造，当然，这种揭露当权者忽悠小羔羊的书在大陆是禁书
32、新角度看看这个市场
33、暂时的知识面还不足以让我很好的接收。
34、相当多的资料数据难能可贵啊，有点秋后算帐的感觉，嘿嘿
35、分析得非常到位。书中的图与表很给力。
36、透支国民消费
37、细思恐极 还是要充满希望 壮士断腕
38、大陆人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房地产专题之书。以上海房地产业为样本，书里披露了房地产内的各种
“不和谐”，结果就是该书不能在大陆出版。 繁体字看起来还是不太适应啊。。。
39、:无
40、本书不可能在国内出版吧。作者的水平一般，但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以前只知道规划是鬼
话，原来统计局更胡来：统计方法不科学、合理，又对公众隐瞒了很多有用数据。1930年代的上海市
政府更加为人民服务。
41、理解中国房地产发展早期的一系列过程，通过公开资料的来源，分析出数据间的问题，可以看到
，房地产的畸形发展是各级政府一手操作的结果，其中专门说明了朱镕基总理的房改措施是如何被下
级部门扭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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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房地产之厄》的笔记-第184页

        作者在比较房地产在税收的贡献率方面有了以下的证据

作者通过中国税务年鉴中各行业的税收数据来比较

制造业比较 
2004年制造业的资产是房地产的2倍，但是资产负债率却少房地产14.3%，而缴纳的税却是房地产的6.5
倍。

而与建筑业比较，2004年末建筑业资产总计是房地产业的45%，资产负债率为62.6%，2001年到2008年
期间缴税款是房地产业的90%。

与第三产业比较
2004年末，批发零售业的资产是房地产业的88.6%，资产负债率为69.8%，2001年到2008年的缴税却是房
地产业的2.15倍。

然后作者再分析房地产业的税收内部结构：

由此图可以看出，营业税是占52%，而营业税是和销售房地产和房地产涨价有关的，而不是和房地产
本身经营有关的。加上作者在上面一章分析了在房地产的贡献率产业当中，建筑业的原材料对房地产
贡献很少只有10%，但是金融行业对房地产的贡献率却是达到50%。

第三，作者从投资与产出的角度来分析房地产的回报率，根据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公布
北京房地产回报率仅为1.57%，而上海的房地产仅为2.47%。

2、《中国房地产之厄》的笔记-第195页

        
作者在计算恩格尔系数上做了一个澄清，就是恩格尔系数的计算方法是食物的支出除以消费性支出，
所以看到报纸上的恩格尔系数都是非常低的。

而非消费性指出其中一个最重要是构建住房支出，这个是我们的恩格尔系数所忽略的一部分。

3、《中国房地产之厄》的笔记-第178页

        “对于一个产业部门是否对其他产业有影响力和其他部门能发展能否带动这一个产业发展，在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是有衡量标准的，不是靠信口开河想当然的。衡量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影
响力系数”，一个是感应度系数。”

关于影响力系数计算方法
影响力系数是指国民经济某一个产品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
需求波及程度。影响力系数越大，该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也越大。当影响力系数为1时，说明
某一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生产的波及影响程度等于社会的平均水平。
计算影响力系数公式
Fj &gt; 1时，则表示第j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即各部
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水平（即各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的平均值），Fj = 1时，则表示第j部门的生产

Page 9



《中国房地产之厄》

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等于社会平均的影响力水平；当Fj &lt; 1时，则表示第j部门的生产对
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低于社会平均影响力水平。显然，影响力系数Fj越大，第j部门对其他
部门的拉动作用越大。

敏感度系数
　感应度系数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
，也就是需要该部门为其他部门生产而提供的产出量。系数大说明该部门对经济发展的需求感应程度
强，反之，则表示对经济发展需求感应程度弱。

两个系数正好从两个维度计算出对社会的贡献程度。作者计算出房地产在2000年的影响力系数为0.588
，而感应度系数为0.68，否定了房地产为中国支柱产业的主流论调。

关于这两个系数的讨论在人大网上有更进一步的描述
http://bbs.pinggu.org/thread-316063-1-1.html

Page 10



《中国房地产之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