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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对于房地产的概念，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房地产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形态，同时

也是一项法律权利。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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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意义上的房地产本质是一种财产权利，这种财产权利是指寓含于房地产实体中的各种

经济利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种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抵押权、典当权、租赁权等。

      房地产业搭上&ldquo;振兴规划&rdquo;末班车的消息刺激地产股全线上涨，不过收市后有

报道称房地产纳入振兴规划愿望可能落空。但据各机构跟踪的数据显示，各大城市楼市成交

量普遍上升，这无疑为房地产股的上涨增添了底气。

消息称，房地产可能搭上振兴规划末班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取消&ldquo;第二套

房&rdquo;的限制政策。这个政策曾被称为&ldquo;压垮房价的最后一根稻草&rdquo;。

      如果这个政策取消，对于释放改善型住房需求将会有较大助推作用。有业内人士表示，在

国家大力刺激内需下，第二套房政策取消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不过应该不会助涨房价，房

价的涨跌最终还是决定于经济基本面。昨天收市后，有报道又称，政府&ldquo;可能不会将房

地产业纳入这次产业振兴规划之中，原因是该行业的特殊性和敏感性&rdquo;。

      不过楼市的回暖无疑利好地产股。机构披露的上周房地产周报表明，除昆明和成都外，各

主要城市成交环比上涨。其中，北京一手住宅成交量维持前周的升幅，保障性住房成交上涨

趋势放缓；天津一手住宅成交增长26.74%；青岛成交量环比增长151.41%；上海住宅成交环比

上升25.54%，南京商品住宅周成交环比上涨47.54%；杭州商品房预售环比上涨74.99%，深圳

一手房成交环比上升32.65%；广州住宅成交环比上升34.86%；东莞住宅成交环比上涨19.01%

。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34%，但增幅比1-2月下降1.1个

百分点。由此可见开发商对后市谨慎，已经开始减少房地产投资规模。此外，开放商自筹资

金的比重持续上升，截至一季度已达36.98%，这表明信贷环境依然不乐观。



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

      数据显示，1-3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8846亿元，同比增长34.1%，比1-2月份降低1.1个百

分点，比同期降低1个百分点。预计，接下来数月，开发商的投资热情将会继续逐步降温。国

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指出，从一季度的情况来看，房地产调控的效果在继续显现，一

是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得到了明显遏制，二是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了遏

制，监测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2月份这些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数据环比

是下降的，有35个城市的房价涨幅是回落的。

      在投资规模下降的同时，3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102.98，比同期回落2.91个百

分点。在严厉的调控之下，国房景气指标依然没有走出下行通道，预期下半年会触底，谷值

将高于上一轮的谷值，才很有可能会步入上升通道。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我国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查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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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权威的产业研究机构之一，提供各个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市场

预测，行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现状，及各行业产量、进出口，经营状况等统计数据，中国

产业研究、中国研究报告，具体产品有行业分析报告，市场分析报告，年鉴，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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