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 的 位 置 ：首页 - 易宪容

 

房地产金融风险究竟有多大？(2004年3月17日)

文章作者：

    国内房地产热早已是不争之事实，无论是上海、杭州，还是北京，其火热之程度更是无可复加。尽管２００２年底政府有所注意，但

是一场ＳＡＲＳ把人们的视线完全转移了。结果是各地方新一届政府一上台，为了追求任内的业绩，为了获得更高的ＧＤＰ，房地产新一轮

的热潮随即席卷全国。２００３年，房地产商疯狂地圈地、拼命地上项目、极力地炒作房子概念、火热地卖房子成了去年经济的一大景观。

这种景观延续到２００４年，就是不少房地产商来操控房地产市场、主导房价，串通起来说什么２００４年房价一定会上涨，在房地产市场

火上浇油，燃起房地产市场的熊熊大火。 

    面对这一切，尽管人民银行的年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有所提及，尽管央行研究局《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有所分析，但是

在最近召开的“两会”上，无论是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大家都很少关注房地产热的问题，也没有人对改进市场提出什么中肯的意见。不知

是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真的在健康发展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真的能够这样持续下去吗？目前在国内许多大城市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建筑

工地，到处都是新建的房子，到处都是新开的马路及建材市场等。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有哪一个阶段、哪一个地方，会看到这样的

“奇观”呢？这些真的会让人无法理解，更无法作一点经济学的分析，经济学在房地产市场完全“失灵”了。 

    其实，从央行研究局的《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报告所表明的数据来看，国内房地产市场潜在的金融风险是十分巨大的。据统

计，２００３年全国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突破１万亿元，同比增长２９．７％，是１９９５年以来的最大增幅；房地产开发贷款为６６

５７．３５亿元，同比增长４９．１％，是１９９８年的３．２倍，也是１９９５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而这还是在从１９９８年以来连续５

年高速增长基础上的数据（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用于房地产开发的贷款增长幅度分别为１５．８４％、１１．８１％、３２．９６％、２

７．７８％）；六年来，个人的住房贷款增长更是疯狂得无可复加：２００３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达到１１７７９．７４亿元，同比增长４

２．４６％，２００３年与１９９８年相比，增长了２６．６４倍（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分别是２１８．６

０％、１４８．７２％、６５．７７％、４７．７１％），而且这六年间，个人住房贷款占个人消费贷款的比重高达７５－９７％。 

    这些数据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它与国内金融体系潜在的风险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金融风险到底有多大？在什么条件下会爆发出

来？如果要化解或分散这些金融风险，有哪些方式与途径？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如果不对这些问题好好地反思，等问题真

的爆发出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是无法低估的。 

    首先，这些数据表明，１９９８年以来国内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几乎完全是银行信贷支撑的结果，无论是房地产开发贷款、建筑企业

流动性贷款、土地储备贷款及个人住房消费贷款等，都是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把银行信贷资金集中到了房地产业。尽管央行去年出台的１

２１文件试图对银行信贷格局有所调整，但实际结果却并不理想。如２００３年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占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同比上

升了２１．１０％（而２００２年为１６．９０％、２００１年为１３．０３％、２０００年为６．０１％、１９９９年为８．３３％）。

这不仅说明了央行的政策对房地产业的作用很弱，而且说明了银行对房地产业信贷的迅速扩张。 

    央行研究局的报告也表明，２００２年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占全部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来源不足０．５％；房地产债券融资所占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来源中的比重也由１９９９年的０．２１％，下降到２００２年的不足０．０１％；近年来，房地产资金信托是较为

活跃，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推出的房地产资金信托计划也只不过２０亿元，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国内银行信贷不仅介入房地

产业运作的全过程，而且是完全依赖于商业银行信贷。这不仅加大了商业银行信贷的风险，也加大了整个国内金融体系的风险。 

    其次，从个人住房消费贷款的情况来看，国内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火爆，也是商业银行信贷支撑的结果。六年来，个人住房消费信贷几

十倍地增长，一方面说明了国内民众消费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商业银行对风险防范的不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商业银行之所以

会普遍地把个人购房贷款作为优良资产而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就在于假定房价水平只会上升而不会下降，因此，个人房款风险不会太高。

但是从世界其他国家走过的路来看，这种假定是十分不确定的。美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金融危机、日本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经济不景气都

说明了这一点。 

    还有，从目前申请住房消费信贷者的年龄结构来看，多是２５－４０岁年龄段的人。这些人一则没有享受到公房的待遇，即使享受也

十分少；二则他们多是刚参加工作，工作流动性较大，却对自己未来收入水平十分看好。如最近，我碰到一些年轻人，有的是刚从学校毕业

没有几年，有的是刚从外地到北京工作没几年，都纷纷进入购房大军。昨天，有一个年轻记者来我家采访，我问她现在住在哪里？她告诉

我，就在我住不远的小区。房子是自己用银行贷款买的，还款期２０年。他还告诉我，住在自己新购的房子里，心里是特别畅快。但是，每

天一醒来就是想到如何赚钱还房款，又让人忧心忡忡。 

    通过银行贷款购房，尽管在中国仅是这几年盛行，但在国外早已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了。不过，中国的特点在于银行贷款购房的低龄

化。在国外，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开始几年都会是租房，等到有一定经济实力之后，才会计划购房。因为，多数人认为这样做生活的成本会较

低一些。可是，国内的年轻人则不是这样想，我真佩服国内年轻人的胆识及对未来收入水平的预期。他们总是觉得自己未来的收益水平一定

会不错，因此，都轻松地进入了购房市场。但是，这些拥有“三高”（高学位、高收入、高地位）的“精英”们，真正地进行购房之后却已是不

堪重负。正如有人所说，“现在我拿命换钱，将来拿钱换命。”也就是说，这班年轻人，尽管对自己的收入预期很高，但为了还房款非得拼命



工作、付出大代价不可。这种绷得紧紧的状况，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其金融风险会立即显示出来。而且国内这种银行贷款购房的低龄

化，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 

    有人认为，国内房地产之所以如此兴旺就在于目前市场存在巨大的需求。如北京，住房的供应量这样大，照样还有许多人在买。特别

是早一些时候，有媒体报道说，北京的高档房如何好卖，北京的别墅如何卖得红火，但实际上这与民众的收入水平、与民众的实际需求是相

差太远的事情。如果我们有时间，到北京的不少别墅区去看看，有一些房子卖了多年还是没有销售出去。那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不同价位的

别墅，年收入仅不到３万的北京市民，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够买上这样一栋房子呢？如果这些房子真的是卖得了，又卖给了谁呢？是个人买了

居住吗？还是单位购买另有他用呢？是用自己的钱买的呢？还是用他人的钱买的呢？这些事情，细心的民众只要到北京周边看看空置的住房

与别墅，就会一目了然了！ 

    还有，在北京的五环之外的许多小区，即使许多房子出售出去了，但居住率十分低。有许多小区不足三分之一。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呢？许多人用银行信贷购房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用个人投资，即用他人之钱生钱。如果这种投资有收益，当然还银行贷款没有问题，如

果不是这样，情况一定会比银行想象的要糟得多，其风险很快会蔓延整个社会。 

    总之，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内房地产市场已聚集了巨大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基本上是让国内商业银行来承担。对国内房地产市场，

银行信贷一旦有些变化，房地产商就会有激烈的反映。这也是２００３年１２１号文件出台后房地产商反映如此激烈的原因。同时，房地产

市场的金融风险一旦爆发，承担其风险的不只是国内商业银行本身，而是整个社会。从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来看，巨大的收益已经为房

地产商所获得，但巨大的风险最后可能让整个社会来承担！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时报》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65136039 传真：010-65138307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