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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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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一年里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会如何发展？对此有关专家有着不同的看法。 今年召开的全国住宅与房地产工作会议提出，2003年

住宅与房地产业工作的基本思路是：深化改革，立足发展，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协调

发展；开放搞活二级市场，推进住房分配货币化，全面落实住房公积金制度，改进物业管理，进一步培育住房消费；发展经济适用住房，

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大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应，妥善解决最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 对此，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顾云昌日前在

参加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和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举办的"中国产业发展论坛"上表示，2003年将会成为中国房地产

市场的第六个黄金年，而且，从现在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二十年，也将是中国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兴旺的二十年。 顾云昌说，在所

有的因素中，最关键的还是住房制度的改革，释放了目前住房消费的能量。他认为，2003年房地产不会步入低谷，还能保持第六个黄金

年，向上的走势不会变。 顾云昌对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判断就是：形势大好，但是问题也不少。从市场供应总量来看，投资峻工增长速度

和销售增长速度基本是相当的。房价基本上也是稳重有升，另外，消费者、供应者和中间商也都不断成熟。所以，他认为，总体是健康理

性的，但局部有过热迹象，个别城市出现了地产泡沫。 顾云昌不仅看好2003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而且认为，从现在到全面实现小康社

会的二十年，将是中国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兴旺的二十年。他的理由是，首先今年是换届年，新一届政府不可能将房地产市场打压下

去，增长的指标还会继续保持。另外，整个宏观经济还处在上升的发展势头。 顾云昌说，中国现在的住房消费主要有三股力量在推动：

一是主动买房。今后20年仍然是中国房地产增量的增加期。长期福利住房使得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只占总支出的10%，农村居民是

15%，而国际上最合理的住房消费比例为20%-30%，消费潜力还很大。二是被动买房。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兴土木的建筑年代，大量旧城改造

拆迁必然带动被动消费，这个力量也不可低估。三是自动买房。中央提出的下一步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快城镇化。 顾云昌认

为，中国房地产业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他同时强调，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也面临着加速结构调整、关注产品升级、整顿规范秩序和

谨防过热、泡沫的四大任务。 建设部总经济师、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谢家瑾说，经过近几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住宅与房地产业的发

展机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个人已成为市场消费主体，规范市场行为、改善住房消费环境已成为广大居民的迫切要求，为了从根本上有效

遏制违规行为，必须进一步加大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力度。同时，在全面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各项制度、推进住房分配货币

化、完善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规范物业管理等方面，任务很重，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2003年，我国住宅建设将发展以经济

适用住房为重点的住房供应体系，多渠道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要进一步加快危旧房屋改造。危旧房屋较多、面积较大的城

市，争取建立危旧房屋改造基金；对列入政府计划的危旧房改造项目要在土地供应、税费方面给予优惠；鼓励通过房改带危改、成立住宅

合作社等方式推进危旧房屋的改造。要加强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建设。各地要不断完善申请、审批、公示、轮候、退出机制，使有

关政策真正落到最低收入者身上。同时，规范发展集资合作建房。继续鼓励有自用土地的困难企业、独立工矿区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单位发展计划的前提下，组织职工集资合作建房，所建住房按建造成本价向本单位职工出售。 谢家瑾说，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将

是今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主要措施是，建立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和信息披露制度，2003年上半年，建设部将完成房地产预警系统体系研

究，并在5至6个城市试运行；年底前，在35个大中城市和部分有代表性的城市推广使用。各地要以预警体系建设为契机，建立健全房地产

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将当地房地产市场信息及时向社会公示，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理性投资，引导住房消费者理性消费。 建立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定期分析全国房地产市场形势。建设部已会同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

建立了全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重点地区市场运行状况的监测和调控工作的指导。 谢家瑾强调，要加强房地

产开发项目管理。各地要认真分析市场需求，合理控制新开工项目。空置量较大和上升过快的地区，要从严控制增量土地供应和存量土地

开发，控制新建高级公寓、别墅、高档娱乐设施等项目。建设部将会同国家统计局修订空置统计指标，完善空置统计制度，以更好地反映

市场态势，为各级政府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还有专家认为：一般以五、六年为一个发展周期的房地产业，走到了2003这个第六年，

就意味着这轮周期的结束，房地产即将步入低谷。 《中国行业景气分析报告》提出房地产景气面临中期调整。该报告分为五大部分内

容：第一部分是2002年中国房地产行业景气特点分析；第二部分是区域性房地产泡沫已经出现；第三部分是2003年房地产景气趋势预测；

第四部分是以间接调控促进房地产"软着陆"；第五部分是业界及17例图表索引。报告认为，2002年是房地产景气中期调整的转折年，房地

产投资将由前期的超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回落，景气面临中期调整。这主要是受需求增长减退和各种刺激效应递减的影响。商品房积压持

续增加，是2001年末以来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最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一情况显示，房地产降温并不是短期的，至少具有中期调整的特征。

报告指出，2003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可能回落到15％左右，而住宅投资增长放慢将更为明显，估计增长16％－18％。从地区房地产投资增长

格局看，东部地区增幅回落总体将大于中西部，2002年1－11月，东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为28.2％，2003年东部可能降一半左右；中

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增长可能略高于东部，估计增长20％左右。商品房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将突出，即高档商品房购买力将明显不足，商品

住宅积压加重；中低档商品房购买力相对较强，但供给却相对不足，而且价格却明显偏高；房价将小幅回落，2004年降幅可能更大，与投

资和消费增长回落不同，房地产企业效益降幅可能较小，或不一定下降；机会存在于住房郊区化中，许多大城市住房郊区化将会有所加

快，继续成为新的亮点，并与汽车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相呼应。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区域性房地产泡沫已经出现。伴随房地产投资和消

费的持续高增长，房价持续大幅攀升，并越来越远离它的实际价值和大大超过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也可以把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看成

是房地产行业的恶性通货膨胀。 报告明确提出了房地产泡沫问题的严重性，对房地产发展提出预警。近几年房地产过热的消极作用也正



在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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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第位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