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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趋势性分析一、趋势性分析

2022年3月，房地产行业新增50份报告，相较上个月增加了2份，高于过去6个月的平均水平。 新增的报告中，访问热度前五的
是《【NIFD季报】2021年房地产市场及房地产金融运行分析与2022年展望》、《宏观高频数据跟踪：上游价格普遍上升，房
地产销售仍疲弱》、《梁建章：密集的两会鼓励生育建议说了这几件事》，《为什么房地产调控不会大幅度放松：从居民资金

流量角度分析》和《朱鹤、孙子涵：部分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风险或超2008年危机前的峰值水平》，分别共有40、40、40、
38、38个用户访问。 本月的行业热点话题是“房地产”、“政策”、“住房”、“销售”、“城市”等，其中“房地产”最受业内人士关注。

 

 

二、热门报告摘要二、热门报告摘要

报告报告1：：《朱鹤、孙子涵：部分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风险或超2008年危机前的峰值水平》

摘要：摘要：  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综合上述维度，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挪威、法国等国家的房地产市场蕴含的风险
或接近甚至超过2008年前的峰值水平，值得引起关注。
朱鹤、孙子涵部分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风险或超2008年危机前的峰值水平意见领袖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当前全球部分国家的
房价涨幅已经明显偏离基本面，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正在积累。

当前全球部分国家的房价涨幅已经明显偏离基本面，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正在积累，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挪威、法

国等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市场风险或超过2008年前的水平。

报告报告2：：《为什么房地产调控不会大幅度放松：从居民资金流量角度分析》

摘要：摘要：  如何助推房价，如何更直观理解这些年在房价快速上涨背景下的居民部门收支与债务变动，可以借鉴企业的现金流量
表和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

对整个中国住户部门各年度的资金来源与运用情况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整体宏观角度理解这些年房地产对住户资金使用的

影响，并衡量整个住户部门的债务风险状况。

（6）其他投资没有办法获得直接数据，但是资金来源（收入贷款）减去其他几项运用资金的数据，理论上就应该是其他投资
数。

报告报告3：：《梁建章：密集的两会鼓励生育建议说了这几件事》

摘要：摘要：  鼓励生育的，这种局面显然已经引起了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在内的多方关注，所以很多代表委员提出了各种鼓
励生育的政策建议。

本文则对各位代表委员有关鼓励生育的建议进行概括，并作简单的分析和评论。



建议中所涉及的鼓励生育政策，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推广混合办公、保障

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开放辅助生育技术以及高考和学制改革等很多方面。

报告报告4：：《宏观高频数据跟踪：上游价格普遍上升，房地产销售仍疲弱》

摘要：摘要：  名将二季度房地产销售仍疲弱，宏观高频数据跟踪。
上游价格普遍上升，房地产销售仍疲弱。

报告报告5：：《【NIFD季报】2021年房地产市场及房地产金融运行分析与2022年展望》

摘要：摘要：  【NIFD季报】，个人按揭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银行按揭指标达到贷款两集中的上限。
【NIFD季报】2021年房地产市场及房地产金融运行分析与2022年展望2021年的房地产政策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上半年以控房
价控租金为主基调，下半年因头部房企流动性危机以及大量房企违约事件爆发，监管层要求金融机构准确理解、把握和执行房

地产金融管理制度，满足房企合理的资金需求，并通过注入流动性支持地产项目复工，鼓励银行稳妥有序开展并购贷款业务。

房地产金融形势方面，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增速持续放缓，2021年四季度增速为11.3%，为2012年以来各季度最低值。

三、关注指标分析三、关注指标分析

关注指标关注指标1：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

指标分析指标分析1：：

自 1997 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持续上升，GDP 持续增长，平均每人可支配收 
入 2003 年为 8472.2 元。从 2003 年起，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中国开始走出通货紧缩 
的阴影，但随之出现的就是居民消费价格、工业品出廠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 
的急剧上升，这使得在 2004 年又开始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积极主动把握住发展过程中的有 
利条件，在统领发展全局、理顺资源配置、优化结构调整、创新发展等方面入手，是未来一 
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国内宏观经济数据的研究及分析，从而从我国 
宏观经济的目标、内容等方面寻找出我国在探索宏观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所存在的问题，进一 
步完善或者拓宽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道路。 
据最新统计局数据统计资料，2019 年，第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的数据达到了 36.8 
比重，该指标在 2018 年同期的数据为 34.4 比重，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2.4 比重，同 
比增长 6.98%，增长规模较强，增长率较上一年度上升 6.4%。根据 2001 年至 2019 年中第 
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出，自从 2001 年以来，第二产业 
对 GDP 的贡献率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下降，2019 年相比于 2001 年，下降了 9.6 比重。2001 
年至 2019 年期间，第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平均值为 46.91 比重。同时，由具体数据可知， 
在这几年中，我国第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最大值曾达到 57.9 比重，最小值曾达到 34.2 比 
重。平均增长率为-0.98%，其中增长率最大可以达到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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