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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7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持续加大。不仅出台调控措施的城市个数明显增多，调

控在一些城市的力度和深度也在加大。许多热点城市的调控措施不断加码。如北京在3月份连

续多日持续出台多项调控措施，彰显政府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的决心。  

      当前，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情况得到了基本抑制，房地产市场总体处于平稳态势。从

短期来看，一些城市进入了观望期。房价的过快上涨容易积累泡沫，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

，也不利于解决住有所居问题;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强，大幅回落也不利于经济增长

。因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从长期来看，房地产市场还是要靠加快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

机制来赢得其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该处理好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几个关系

： 一是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多地出台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一些热点城市的房价过快

上涨的趋势被控制住了。然而，房地产市场中的一些矛盾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方

面，在当前情况下，以调控措施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有其必要性，应该落实好地方政府制定的

各项调控措施。另一方面，从长远看，要避免楼市再次走向过热的轨道，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就必须坚持&ldquo;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rdquo;的定位，加快研究和

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二是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应该明确的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负主体责

任。当市场出现过热或者过冷的情况，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出台调控措施，防止

市场出现大起大落。长期以来，土地出让收益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因此许多地方政府

对土地财政有依赖性。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明确，发展实体经济才是振兴一方经济的治本

之策，应该摆脱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同时，许多专家一直呼吁，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

，是造成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重要原因。地方财权、事权的匹配，也应该是基础性制

度和长效机制重点研究的一个范畴。

      三是处理好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关系。无论是限购、限价或者限贷，甚至限离、限卖，

都是行政手段，凡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调控措施往往是&ldquo;短效药&rdquo;，难以让人们形

成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预期。金融、财税等市场化的调控手段也应该是重要的调控措施，并

且与行政手段相比可能更加精准，更加符合市场规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房

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关于房地产税，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有关部门正在

按照中央要求开展工作。

      四是处理好租房和买房的关系。相当长时间以来，我国租赁市场不活跃，体制不完善。住

在出租屋里的人们没有安定感，甚至于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在一些大城市，买房成了很多



家庭竭尽几辈人全力渴望达到的目标。我国居民首次购房年龄远低于国外许多国家。实际上

，如果住房租赁市场完善，租房成为人们解决居住问题更加有效的途径时，我国的住房供应

体系才会更加完善，购租并举也有望成为平抑热点城市高房价的良药。去年，国办发出《关

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应该按照要求进一步培育市场供应主体，鼓

励住房租赁消费，完善公共租赁住房，支持租赁住房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住房租

赁监管。让住房租赁市场活跃起来，让租房成为人们乐于选择，实现安居乐业的重要途径。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房地产行业高层决策内参行业分析与投资趋势

预测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

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

研究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

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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