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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

内容概要

《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2005)》是一部汇集最近一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统计等资料的参考书
。《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2005)》是由建设部、国家土地管理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人民大学、清
华大学等单位的领导与专家、教授联合编纂的，是一部全面、系统收录2004年我国房地产市场政策、
法规、统计信息，客观反应2004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动态走势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中国房地产市场
年鉴(2005)》共分7篇，全面记载了2004年全年房地产的投资、开发、中介、物业、金融、政策法规等
方面的基本情况，同时收录了一批反映本年度工作重点的法规政策、统计数据、实用合同范本、政策
性文件和领导同志有关房地产方面的重要讲话，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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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重要文献
　宏观调控下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与分析
　如何促进住宅产业健康发展
　开拓进取推动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切实维护被拆迁居民合法权益
　刘志峰副部长在部分省市住宅产业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认真解决建设领域中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谢家瑾司长在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预警预报体系建设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的有关情况
　住宅建设面临两大基本矛盾，加快住房新制度建设，大力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
第二篇　房地产市场综述
　2005年中国房地产形势：房价不会猛跌
　房地产业将进入理性增长轨道
　房地产发展与宏观调控的几个问题
　对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几点认识
第三篇　房地产市场经营
　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特征与房地产金融风险
　关于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与开征物业税的若干思考
　积极推行房地产开发保证担保制度
　开征物业税势在必行，四个问题待关注
　物业管理与服务关系探讨
　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结构分析
　关于物业管理规范化市场运作的分析
　房地产中介行业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第四篇　地区市场
　北京市
　北京房地产形势分析
　北京二手房市场将平稳发展
　北京新规划与“新都市主义”
　北京经济适用房区位研究
　天津市
　天津市房地产开发形势分析报告
　2004年天津房地产市场走势分析
　天津市房地产市场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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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房地产市场状况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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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房地产三级市场的展望
　科学调控使房地产价格稳中缓升
　山西省
　山西房地产发展面临十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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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被动型”需求增长有所放慢。今年以来，各地根据中央有关加强房屋拆迁管理，规
范拆迁市场，保护被动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要求，大多放慢可拆迁速度。降低拆迁速度，使“被动型”
需求放慢，实现节奏地释放，在全国各地具有普遍性，因而也成为调控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有效途径。
这可能是导致2004年1-9月销售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17.2个百分点的主要因素。以投资为目的购买住宅
、商铺、办公楼等投资需求，局部过热地区有所降温，总体仍较热。众所周知，房屋具有消费和投资
双重性质，可以互相转换。当前我国金融法和投资环境是股市不景气，银行利率低，特别是CPI连续
数月超过5％的情况下，出现银行存款“负利率”，居民投资渠道稀缺，房地产投资成为居民尤其是
先富-族的优先选择投资的渠道。除投资商品住宅外，商铺投资成为各地市场的热点，这类投资在市场
利益驱动和一些开发企业的运作下，一直是最近几年的热点，2004年前9个月，同样如此。投资需求有
所降温的是有些已采取限制炒楼的热点城市，如上海、杭州、南京等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前两三年这
些城市投资比重较大，炒楼者较多，房价涨幅大。这些城市的政府采取限制期房转让、收购第二套购
房贷款等经济、行政的手段后，使一部分投资者被迫退出期房炒作市场。据2004年10，日杭州市的一
项调查，以投资收益为目的的购房者，只占购房总数的10.4％。5.房地产供应及其发生的变化。当前，
决定房地产土地供应量和速度主要是两大因素：一是土地供应状况；二是资金供应状况。2004年1-9月
，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增长31.4％，虽比去年同期增长回落近15个百分点，但仍保持较高增幅。
开发资金来源中由于各商业银行对房贷资金收紧，银行贷款只与去年同期持平，其增长下降了58.3个
百分点。由于房贷收紧，资金来源发生变化，造成了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开发资金的短缺，影响了部分
开工项目的进展和竣工速度，从而较大幅度地降低了供应增长速度。同时，开发企业向银行贷款难度
加大，比例下降，必然要另辟融资渠道，这势必会加大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所增加的融资费用和风
险成本，最终也会反映和体现到房价上。可以认为，金融政策和融资渠道的变化是造成近期供应增速
减慢和房价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2004.年-9月，全国土地供应量和土地开发量增幅比以往尤其是2003
年同期有非常明显的缩减，购置土地面积虽比同期增长3.8％，但同比增幅下降了41.3个百分点；完成
开发土地面积同比虽有8.1％增长，但同比增幅也下降了39.1个百分点。

Page 5



《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

编辑推荐

《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2005)》是由中国市场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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