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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房地产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行业，可以说自人类祖先走出山洞、造屋而居开始，就有了房地产的存
在。
不过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房地产市场，经历的时间并不长。
官方正式文件最早提到房地产市场的概念，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中国房地产市场。
如果从那时算起，迄今不过25今年头。
中国房地产市场时间虽然不长，但自诞生伊始，就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中最令人瞩目的角色之一。
从1992年海南等地的房地产泡沫，到1998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再到2003年房地产业被定为国民经
济支柱产业，以及2010年、2011年这两年对房地产市场的剧烈调控，其间经历了数不尽的悲欢忧喜和
跌宕起伏，牵动着上至决策高层、下至普通百姓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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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1959年5月生，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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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调控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房地产市场导论
第一节 房地产市场相关概念
第二节 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节 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简述
第二章 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与贡献
第三节 新形势下房地产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再思考
第三章 中国房地产金融政策的回顾与评述
第一节 房地产业起步期的扶持政策
(1998年至2003年年中)
第二节 房地产投资过热期的紧缩政策
(2003年年中至2008年年底)
第三节 金融危机影响时期的政策支持
(2008年年底至2010年年初)
第四节 房地产市场调控“新政”
(2010年年初至今)
第五节 中国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评述
第四章 房地产金融政策的国际比较
第一节 美国房地产金融政策
第二节 英国、德国、法国房地产金融政策
第三节 日本、韩国、新加坡房地产金融政策
第四节 中外房地产金融政策的异同与启示
第五章 房地产市场泡沫与金融调控政策
第一节 房地产泡沫的含义
第二节 房地产市场泡沫形成和破裂的机制分析
第三节 金融调控政策与房地产泡沫的关系
第四节 房地产泡沫指标评价体系
第六章 房地产市场泡沫与金融危机
第一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与根源
第二节 房地产市场泡沫与金融危机的关联
第三节 房地产市场泡沫与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教训
第七章 中国房地产市场供给与需求分析框架
第一节 中国房地产市场需求分析
第二节 中国房地产市场供给分析
第三节 供求失衡与房地产价格：一个分析框架
第八章 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
第一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第二节 房价与货币供应量关系的理论解析
第三节 房价与货币供应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第九章 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与利率的关系
第一节 理论分析
第二节 中国利率与房地产价格走势分析
第三节 中国利率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的实证研究
第十章 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与信贷政策的关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调控论>>

第一节 机理分析
第二节 中国房地产信贷政策的演变与金融产品创新
第三节 中国房地产信贷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分析
第十一章 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与汇率的关系
第一节 汇率与房价关系的文献回顾与国际经验
第二节 人民币汇率与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关系分析
第三节 人民币汇率与我国房地产价格关系的实证分析
第十二章 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一节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趋势
第二节 发挥金融对房地产市场的服务和调节功能
第三节 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标、原则和思路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调控论>>

章节摘录

　　2.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均是调节
货币供应量的工具，是中央银行最常用的两种货币政策工具。
因此，二者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间接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
货币供应量是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
基础货币包括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流通中的现金。
货币乘数指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创造功能而产生派生存款的扩张倍数。
　　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中央银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央银行强制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存款的一定比率保留的流动性，提高存款准备金
率是为了收缩过剩流动性，限制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引发经济过热。
存款准备金率的上升或下降可以直接通过作用于货币乘数，从而实现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目的。
　　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即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来控制货币供应
量，例如中央银行通过发行票据、回购交易等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回收流动性，减少货币供应量。
　　一般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同利率传导机制类似，也依赖于房地产市场
上各类主体的行为选择。
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因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不会完全通过利率机制起作用
，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传导到房地产市场，主要表现为：货币供应量增加时，人们会将多余的货币用于
消费支出，直接或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如果用多余的货币直接购买房地产，在供给不变的情
况下，需求的增加将直接推高房价；如果用多余的货币间接购买建筑材料等房地产行业的上游产品，
则会间接引起房价上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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