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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趋势性分析一、趋势性分析

2022年4月，房地产行业新增46份报告，相较上个月增加了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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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蒋飞：二季度或再降准一次》、《张明：宏观政策应尽快放松》，《内地房地产

行业周度观察：商品房均价下滑成因几何？》和《连平：稳增长需要房地产政策积极有为》，分别共有40、40、39、39、39个
用户访问。 本月的行业热点话题是“房地产”、“政策”、“同比”、“疫情”、“增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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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稳增长需要房地产政策积极有为》

摘要：摘要：  [UNK]#上证盘前#·宏观，9月底，住房金融环境边际略有改善，居民购房按揭贷款利率开始下调，房企开发贷和居民
住房贷款增速触底，6合理的资金需求开始有所释放。
从金融和土地等各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地方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也将有所调整，以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建议二是加大供给侧结构支持力度，下调库存压力较大的部分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最低首付比例。

报告报告2：：《内地房地产行业周度观察：商品房均价下滑成因几何？》

摘要：摘要：  楼市[UNK][UNK]，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与销售面积同比增速之差2021年起持续收窄、2022年前2月前3月商品房累计销
售额同比增速分别低于累计销售面积同比增速9.7pct8.9pct，实际反映出房价的下行。
2021年以来，全国商品房累计销售均价持续下滑，由2021年前2月的11030元平持续下降至2022Q1的9552元平、目前与2020年
前5月均价水平相若，2022年前2月及前3月累计销售均价同比降幅分别达到10.7%、10.4%。
内地房地产行业周度观察商品房均价下滑成因几何2021年来，全国商品房累计销售均价持续下滑。

报告报告3：：《张明：宏观政策应尽快放松》

摘要：摘要：  宏观政策为什么[UNK]，张明宏观政策应尽快放松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张明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第一季度的宏观
数据。

从三驾马车对季度GDP增速的拉动来看，最终消费的贡献由2021Q4的3.4个百分点微降至3.3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由
2021Q4的0.5个百分点上升至1.3个百分点，货物与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由2021Q4的1.1个百分点下降至0.2个百分点。
这说明2022Q1的经济增速回升主要靠投资的回暖，已经连续强劲了两年的净出口贡献有式微之势。



报告报告4：：《蒋飞：二季度或再降准一次》

摘要：摘要：  经济承受下行压力，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观点当前经济承受下行压力（1）房地产政策仍在
抑制需求。

11.1央行本次降准背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前经济承受以下下行压力（1）房地产需求依然低迷。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2力加大，若要完成全年5.5%的GDP增速目标，需要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加以配合。

报告报告5：：《深刻认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摘要：摘要：  求是求是[UNK]，这条道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契合新的时代条件下维护国家安全的紧迫要求，彰显鲜明中国
特色，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安全保障。

这条道路契合新的时代条件下维护国家安全的紧迫要求，彰显鲜明中国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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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