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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房地产是指房产和地产的总称，包括土地和土地上永久建筑物及其所衍生的权利。房产是

指建筑在土地上的各种房屋，包括住宅、厂房、仓库和商业、服务、文化、教育、卫生、体

育以及办公用房等。地产是指土地及其上下一定的空间，包括地下的各种基础设施、地面道

路等。房地产由于其自己的特点即位置的固定性和不可移动性，在经济学上又被称为不动产

。可以有三种存在形态：即土地、建筑物、房地合一。在房地产拍卖中，其拍卖标的也可以

有三种存在形态，即土地（或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和房地合一状态下的物质实体及其权益

。随着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发展，房地产已经成为商业交易的主要组成部分。  

      房产市场是从事房产、土地的出售、租赁、买卖、抵押等交易活动的场所或领域。房产包

括作为居民个人消费资料的住宅，也包括作为生产资料的厂房、办公楼等。所以，住宅市场

属于生活资料市场的一部分，非住宅房产市场则是生产要素市场的一部分。房产也是自然商

品，因而建立和发展从事房产交易的市场是经济运行的要求。

      房产市场是房地产业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并可带动建筑业、建材工业等诸多产业

发展。房地产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及时实现房地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可提高房地产业的经

济效益，促进房地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房产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房产市场能引导居民消费

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改善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的居住水平。因此，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

体系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处于主体地位。

      总体而言，今年前七个月，住宅房地产行业整体保持回暖态势，但个别指标表现有所回落

。从住宅房地产投资情况看，同比增速小幅回落，主要是7月当月住宅投资量回落明显；从商

品住宅房市场看，销售量增速微有回落，但增速依旧较高，销售价则猛烈上升，这在一定程

度上会抑制销售量的增速。而待售面积持续五个月减少，去库存效果进一步显现。预计未来

几个月，随着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去库存政策的积极落实，全国楼市整体仍将延续复苏的势头

。

      1-7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116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8%，降幅比1-6月份扩

大4.8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3848亿元，增长7.1%，增速回落3.1个百分点。

 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全景调查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共

八章。首先介绍了房地产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房地产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房地产行

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房地产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房地产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房地产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房地产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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