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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住房改革及成效》收录了城市和住房经济学与政策领域对国际学者及国内学术研究人员
的各种研究，他们对促进了解中国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有着共同的兴趣。
我们相信，《中国的住房改革及成效》中提供的信息将成为政府官员和从业者、学术研究人员、大学
学生，以及关注政府住房政策、住房部门相关的现时和未来市场情况以及战略方向的普通大众成员感
兴趣的内容，以建设能惠及所有中国居民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大学教师也可以把《中国的住房改革及成效》用作学习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政策分析和经济发展课
程的补充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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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燕云，现任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北大-林肯中心）主任，美国林肯
土地政策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及资深研究员，同时，她还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在担任上述职务之前，满教授任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获得终身
教授职位，满教授于1993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她的主要研究及教学集中在公
共经济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公共财政、住房经济学、土地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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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城市化进程以及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新建面积的住房销售量在1999-2007年实现了400％
以上的增长。
但是房价也开始大幅攀升，2004年以来尤为突出。
每平方米的住房价格在1999-2007年几近翻倍。
这表明中国的住房需求稳定而强劲，并且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现了高速发展。
　　基于2007年大样本家庭调查数据，我们发现2007年中国自有住房率平均达82.3％，超过世界上许多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尽管在我们的样本中，自有住房率在中国256个地级市出现显著差异，大部分样本城市（约69.1%）的
自用型自有住房率超出82.3%的国家水平。
此外，几乎所有的收入群体均受益于中国的住房领域市场化，尽管受益程度各不相同。
即便是收入最低的10％群体，其自有住房率亦近73%，表明了中国政府在鼓励中国城市地区的房屋自
有权的政策有效性及其取得的成功。
住房改革还增加了住房建设的建筑面积，同时缓解了很多城市居民面临的过度拥挤和生活条件差的长
期问题。
　　我们对城市家庭的住房权属进行了分析，也发现市场主导型商业提供的商品房和租住房占总存量
住房的40.1%，这表明中国市场主导型住房或私人住房至少占总存量住房的40%。
在样本中，商品房占总存量住房的32.1%，这意味着中国城市住房权属和结构明显偏离改革前几乎全
部为国有住房的情况。
在补贴型住房方面，市场化的国有住房约占总存量住房的34.2%，但是，针对城市中低收人家庭的经
济适用房和国有公共租赁房分别占3.9％和7.0％，这说明政府对城市地区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的资助不足
。
　　通过分析中国所有类型的居民存量住房的估计平均市场价值，我们发现，全国城市地区平均住房
价值近100000美元（基于现行汇率）。
如果按照常用的购买力平价法进行调整，该值在2007年相当于250000美元左右，说明中国城市居民积
累了大量的住房财富。
中国住房资产的市场价值存在区域差异，这点不足为奇。
中国四大直辖市的居民拥有的平均资产价值最高，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的居民次之。
中国东部地区的估计住房市场价值是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两倍以上。
这说明，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居民积累的资产价值高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居民，并且这可能是不同
地区城市居民之间财富差异的标志。
　　虽然中国的住房市场高速发展，住房供应量大幅上涨，但都无法满足城市地区实际或投机性的住
房需求，尤其是在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
在过去10年中，住房价格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中国全国中等房价收入比是5.56，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界定，被归类为“极度难以支付”。
256个地级市的中等房价收入比是5.21。
在这些城市中，只有10％的当地居民可支付得起住房价格。
中国所有的地级市中有近52%被归为“极度难以支付”，另有21％左右的城市住房为“较难以支付”
。
2007年，我们计算得出样本城市的住房可支付性指数平均为81.8，远低于100，该结果因此得到了证实
。
这说明，这些城市的中等收入的家庭收入不足以在他们居住的城市购买现有的中等价格的房屋。
在样本城市中，城市的人口规模越大，住房可支付性指数的值越低。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的住房改革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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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