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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太原 石家庄 郑州 青岛 宁波

改善住房条件（%） 59.6 76 65 78.7 67.7 64.7

结婚（%） — 16.4 14 — 13.2 9.3

拆迁（%） 11.6 3.3 10 — 15.4 13.1

投资、外来等（%） — 4.1 10 — 3.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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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省份

1999年
住宅销
售面积/
(万㎡)

2008年住
宅销售面
积/(万
㎡)

销售面
积增长
量/(万
㎡)

销售面
积增长
比

区域销售
面积增长
量平均
值/(万
㎡）

区域销
售面积
相对增
长平均
值

东
部

北京市 484.71 1031.43 546.72 2.13 

1734.85 4.35 

天津市 247.84 1135.35 887.51 4.58 

河北省 346.87 1838.64 1491.77 5.30 

上海市 1129.36 2669.93 1540.57 2.36 

江苏省 1306.9 4730.26 3423.36 3.62 

浙江省 1011.49 2394.83 1383.34 2.37 

山东省 693.11 4627.3 3934.19 6.68 

福建省 456.59 1255 798.41 2.75 

广东省 1329.58 4378.37 3048.79 3.29 

海南省 31.05 324.91 293.86 10.46 

东
北
地
区

辽宁省 651.21 3667.53 3016.32 5.63 

1690.11 5.97 黑龙江省 299.5 1302.36 1002.86 4.35 

吉林省 151.66 1202.82 1051.16 7.93 

表1-2 1999年~2008年31个省市住宅销售面积增长差异分析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
网数据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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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部

山西省 87.69 804.25 716.56 9.17 

1642.77 7.92 

湖南省 245.35 2159.07 1913.72 8.80 

湖北省 399.88 1810.43 1410.55 4.53 

安徽省 372.54 2523.54 2151 6.77 

江西省 160.76 1363.96 1203.2 8.48 

河南省 281.4 2742.99 2461.59 9.75 

西
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6.15 1609.65 1503.5 15.16 

1036.34 9.59 

云南省 256.6 1477.84 1221.24 5.76 

陕西省 361.52 1339.57 978.05 3.7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0.69 793.8 703.11 8.75 

青海省 23.64 130.06 106.42 5.50 

甘肃省 66.82 451.03 384.21 6.75 

四川省 594.91 2976.63 2381.72 5.00 

重庆市 364.56 2669.93 2305.37 7.32 

贵州省 108.84 804.95 696.11 7.40 

宁夏回族自治区 69.35 446.84 377.49 6.44 

内蒙古自治区 146.36 1866.26 1719.9 12.75 

西藏自治区 2 60.99 58.99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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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省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东部

北京市 -40.08 5.82 1.76 0.63 0.09 

天津市 -33.44 1.95 1.70 1.38 1.15 

河北省 51.00 5.82 3.73 3.22 2.39 

上海市 0.87 1.40 0.85 0.63 0.80 

江苏省 1.44 1.02 1.30 1.49 1.55 

浙江省 1.47 1.04 1.49 0.68 0.80 

山东省 6.19 2.71 2.37 2.26 2.12 

福建省 1.38 1.30 1.45 0.96 0.95 

广东省 -25.32 4.77 2.40 2.03 1.66 

海南省 23.26 10.20 7.26 5.09 5.10 

东北地区

辽宁省 2.54 2.43 2.58 2.47 2.24 

黑龙江省 11.02 3.58 3.92 3.45 2.55 

吉林省 1.84 -0.14 3.30 4.30 2.80 

中部

山西省 24.20 1.91 2.45 3.15 2.58 

湖南省 10.27 8.40 5.60 3.44 2.69 

湖北省 10.95 4.26 1.77 1.79 1.62 

安徽省 2.04 1.87 1.60 1.80 1.85 

江西省 9.71 4.43 3.60 2.73 2.23 

河南省 -197.00 4.36 3.91 3.77 3.82 

西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 12.37 6.88 15.13 8.49 4.94 

云南省 -73.11 12.27 12.51 7.67 7.11 

陕西省 -3.14 1.03 2.51 2.02 2.2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20 -5.13 10.28 5.05 3.51 

青海省 5.39 3.63 2.54 2.03 1.96 

甘肃省 -16.50 1.46 2.68 3.24 2.20 

四川省 10.07 1.73 1.82 1.57 1.33 

重庆市 7.32 1.29 1.81 1.73 1.89 

贵州省 2.94 4.19 4.34 2.18 1.87 

宁夏回族自治区 -12.70 22.93 11.54 7.73 7.37 

内蒙古自治区 9.89 3.16 3.58 3.05 2.64 

西藏自治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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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平均值 -6.20 4.02 4.06 3.00 2.53 

标准差 42.17 4.84 3.63 2.05 1.68 

最大值 51.00 22.93 15.13 8.49 7.37 

最小值 -197.00 -5.13 0.85 0.63 0.09 

表1-4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需求价格弹性的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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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时 间

城
镇
居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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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收
入
水
平

城
镇
居
民

困
难
户

城
镇
居
民

最
低
收
入
户

城
镇
居
民

低
收
入
户

城
镇
居
民

较
低
收
入
户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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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民

中
等
收
入
户

房
价
收

入
比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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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支
配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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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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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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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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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省份

城 镇
投资金
额

增长比

区域投
资

增长比
平均值

农 村
投资金
额

增长比

区域
投资
增长
比平
均值

2004 2007 2004 2007

华

北

北 京 831.7 1053.5 1.3

2.3

23.9 37.9 1.6

1.8

天 津 182.9 348.3 1.9 23.6 25.3 1.1

河 北 423.3 760.5 1.8 132.0 238.5 1.8

山 西 117.7 352.6 3.0 37.5 109.4 2.9
内蒙
古

137.7 495.3 3.6 16.9 28.6 1.7

东

北

辽 宁 521.2 1256.5 2.4

2.5

72.8 124.0 1.7

2.1吉 林 150.1 483.6 3.2 15.1 38.1 2.5
黑龙
江

218.6 407.3 1.9 27.8 60.8 2.2

华

东

上 海 914.1 848.6 0.9

1.9

7.1 4.5 0.6

1.3

江 苏 1052.2 1946.9 1.9 221.8 221.4 1.0

浙 江 1073.8 1407.6 1.3 200.7 277.5 1.4

安 徽 293.8 764.7 2.6 132.0 224.3 1.7

福 建 347.3 778.4 2.2 67.2 83.6 1.2

江 西 198.0 406.6 2.1 62.9 128.5 2.0

山 东 790.5 1665.0 2.1 298.0 313.4 1.1

中

南

河 南 337.4 929.8 2.8

2.2

248.3 515.5 2.1

1.6

湖 北 300.9 559.0 1.9 82.5 158.1 1.9

湖 南 279.6 653.9 2.3 141.5 146.2 1.0

广 东 1031.6 1979.7 1.9 151.0 266.9 1.8

广 西 184.6 430.9 2.3 84.6 125.3 1.5

海 南 61.4 121.1 2.0 7.4 9.1 1.2

西

南

重 庆 265.7 597.9 2.2

2.3

51.8 57.8 1.1

1.4

四 川 426.2 1132.8 2.7 111.4 174.0 1.6

贵 州 97.0 186.1 1.9 33.7 59.4 1.8

云 南 159.5 414.3 2.6 93.6 105.7 1.1

西 藏 19.9 36.9 1.9 29.6

西

北

陕 西 256.4 700.5 2.7

1.9

55.9 88.2 1.6

2.1

 甘 
肃

95.7 148.8 1.6 20.4 31.0 1.5

 青 
海

25.6 40.6 1.6 3.4 9.8 2.9

 宁 
夏

48.1 75.8 1.6 8.9 15.0 1.7

 新 
疆

116.7 225.8 1.9 21.5 59.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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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4与表2-5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区域 省份 2005 2006 2007

　
华
　
北
　

北京
0.74 -1.44 -0.46 

天津
0.75 0.19 0.36 

河北
2.03 1.50 -0.14 

山西
1.97 -1.61 1.15 

内蒙
古

2.98 2.90 1.60 

东
　
北

辽宁
1.48 1.66 0.62 

吉林
-253.85 8.15 2.29 

黑龙
江

3.92 1.26 0.52 

　
　
华
　
东
　
　

上海
-0.77 -0.30 0.12 

江苏
1.27 0.76 0.66 

浙江
0.67 -0.54 0.09 

安徽
0.46 3.70 1.01 

福建
0.17 -0.54 0.86 

江西
2.39 0.31 0.34 

山东
2.32 0.64 0.33 

　
中
　
　
南
　

河南
1.25 1.91 4.18 

湖北
0.20 1.14 0.64 

湖南
1.41 0.06 0.81 

广东
0.98 -0.17 0.12 

广西
-11.74 -1.76 0.68 

海南
2.98 -2.26 8.83 

　
西
　
南
　

重庆
1.94 -0.09 0.18 

四川
0.68 0.72 -0.04 

贵州
0.69 -0.44 0.39 

云南
8.07 2.87 -2.65 

西藏
-1.65 2.81 0.53 

　
西
　
北
　

陕西
2.39 0.15 1.79 

甘肃
4.31 -0.87 0.03 

青海
-2.42 4.49 1.56 

宁夏
4.42 -0.10 -0.57 

新疆
2.03 -0.03 2.43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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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05 2006 2007 

平均 -7.03 0.81 0.91 

标准差 45.16 2.07 1.82 

最大值 8.07 8.15 8.83 

最小值 -253.85 -2.26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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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资金来源
合计

国内贷款 利用外资 自筹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累计 年度累计 比重
年度累
计

比重 年度累计 比重 年度累计 比重

1999 4508.52 1032.2 22.89 241.23 5.35 1322.57 29.33 1891.27 41.95

2000 5685.95 1289.12 22.67 164.55 2.89 1599.16 28.12 2619.54 46.07

2001 7377.58 1639.53 22.22 130.22 1.77 2100.5 28.47 3490.46 47.31

2002 9541.63 2149.09 22.52 156.39 1.64 2720.44 28.51 4501.47 47.18

2003 13128.22 3125.14 23.80 184.45 1.40 3758.24 28.63 6048.91 46.08

2004 17168.77 3158.41 18.40 228.2 1.33 5207.56 30.33 8562.59 49.87

2005 21178.48 3834.67 18.11 251.96 1.19 7038.95 33.24 10034.8 47.38

2006 26880.21 5263.41 19.58 394.44 1.47 8587.08 31.95 12635.28 47.01

2007 37256.62 6960.98 18.68 649.99 1.74 11772 31.60 17873.65 47.97

2008 38146.03 7256.55 19.02 726.33 1.90 15081.27 39.54 15081.88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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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城
镇
居
民

城
镇
居
民

城
镇
居
民

城
镇
居
民

城
镇
居
民

城
镇
居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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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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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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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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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质量调整的人均居住面积 经过质量调整的人均居住面积

1995年 2002年 1995年 2002年

均值 标准
差

均值 标准
差

均值 标准
差

均值 标准
差

最低的五等份组 15 9 15 9 47 33 56 36

其中：最低10%人群 15 9 14 8 44 30 50 32

第二个五等份组 15 8 17 9 53 32 68 39

第三个五等份组 16 12 20 12 59 58 81 49

第四个五等份组 17 13 22 13 64 50 93 58

最高的五等份组 18 12 26 17 73 50 11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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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 2002年
公有住房 自有私房 其他 公有住房 自有私房 其他

最低的五等份组
55 43 2 19 73 8

第二个五等份组 58 40 2 18 75 7
第三个五等份组 58 41 2 15 79 6
第四个五等份组 59 40 1 13 81 5
最高的五等份组 55 44 0.9 13 83 4

 1995年 2002年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最低的五等份组 30957 38554 63922 74185

第二个五等份组 31004 33620 74288 55868

第三个五等份组 32818 41815 98457 84968

第四个五等份组 36125 39377 121005 108987

最高的五等份组 62660 93344 188260 23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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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德国 荷兰 法国 瑞典 丹麦 挪威 奥地利

自有住房 66 38 45 54 43 52 60 50

私人租赁 9 43 17 20 21 18 18 18

公共租赁 24 15 36 17 21 17 4 21

共有住房 --- --- --- --- 15 7 18 ---

其他类型 --- 4 1 9 --- 6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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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1991年以来中国主要住房政策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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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1999-2007年各年度中国经济适用房投资及增长

图5-2 1999-2007年各年度中国经济适用房新开工及增长幅度 资料来源：《中国房
地产统计年鉴（200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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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部门 政策 基本内容 对住房市场的影响
1991年
5月

上海市人大 《上海市住房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

确立了“建立公积金、
提租发补贴、配房买债
券、买房给优惠和建立
房委会”五位一体的房
改方案

建立公积金制度及房改方案
为上海以及后来中国深化城
镇住房制度改革确定了实
践参照

1994年
7月

国务院 《关于深化城镇住宅
制度改革的决定》（
国发〔1994〕43号）

充分肯定住房公积金制
度在住房分配机制转换
和推动住房建设发展中
的地位和作用，并决定
中国全面推行住房公积
金制度

在总结上海在内的部分城市
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经
验基础上，推动了在全国发
展住房公积金制度

1996年 国务院办
公厅

《关于加强住房公积
金管理的意见》（国
办发〔1996〕35号）

确立了“房委会决策、
中心运作、银行专户、
财政监督”的管理体制

对推动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6年
4月

上海市人大 《上海市住房公积金
条例》

对上海住房公积金制
度的管理组织、住房公
积金的缴存、提取和使
用以及监督和管理进行
规定

中国首部有关住房公积金管
理的地方法规

1998年
7月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
镇住宅制度改革，加
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国发〔1998〕23
号）

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方
向，发展住房公积金贷
款与商业银行贷款组合
的住房贷款业务

推动了中国住房金融市场
的发展

1999年 国务院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国发〔1999
〕262号）

以国家行政法规的立法
形式，将全国住房公
积金制度的运作和管
理纳入统一的法制化轨
道调整

标志着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
进入了法制化、规范化发展
的新时期，进一步深化了城
镇住房制度改革

2002年 国务院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修订
《关于进一步加强住
房公积金管理通知》

对1999年国务院令第
262号文进行修订，对
于公积金决策、管理、
监督和违规处罚做了新
的规定

进一步优化公积金制度，使
广大中低收入职工家庭在
新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受益

表6-1  1991年以来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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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至2008年12月31日

累计受益户数及所占比重

2009-2011年规划受
益目标户数及所占
比重

上海市城镇居民收入结构

实物类 2918户 3.2万户/0.74% 特殊阶层（1.5%）

廉租类
廉租房：4.17万/0.97%

公房减租：6万/1.4%
11.8万户/2.74% 低收入户（25%）

经适类 —— 18万户/4.19% 中等偏下收入户（15%）

贴息减税
类

—— 25万户/5.81% 中等收入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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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新增廉租住房套数
（单位：万套）

新增廉租住房面积
（单位：万㎡）

租赁补贴发放
（单位：户数）

主城区 其他区县 主城区 其他区县 主城区 其他区县

2009年度 0.97 7.13 43.82 320.49 3.09 4.87

2010年度 1.97 2.95 88.58 132.75 4.06 7.02

2011年度 2.95 4.43 132.86 199.13 1.11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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