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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房产金融指房屋或建筑物在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的各种资金融通活动。严格地说它

不同于住房金融。住房金融是以住房作为信用的保证，获取资金的融通，如通过住房券、住

房抵押贷款、按揭贷款、住房储蓄等来融通住房资金，主要是在住房消费过程中的融资活动

。可见，住房金融只是房产金融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除住房金融的内容外，房产金融还

应包括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公司在房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中的资金融通。

　　房地产金融在国民经济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房地产金融行为对个

人住房、房地产企业经营和经济市场的有效性有着直接的影响。房地产业所需要的大量资金

以及房地产开发运用的&ldquo;财务杠杆原理&rdquo;决定了房地产资金不可能单纯依赖开发商

的自有资金，必须依靠金融工具融资。

　　房地产业融资结构不合理。近几年，由于利润的诱惑吸引了众多企业涉足房地产市场，

但真正能达到上市融资标准的企业数量很少。大多数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是银行贷款。全国

房地产银行贷款依赖水平在50%左右，而部分大型城市开发商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已

高于80%。银行实际上直接或间接承受了房地产市场各个环节的风险，一旦房地产市场中某

一环节出现问题，风险会向银行传递，带来逾期贷款和呆滞资金。

　　一个地区的房地产市场繁荣与否取决于国家和地区出台的政策能否刺激房地产的发展。

但目前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倾向：一些地区片面追求GDP增长，强调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推动作用，这样就造成当地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开发投资过分依赖。而当房地产开发企业资

信较差、竣工期限与房屋质量无保证时，现行的以虚拟房地产作为抵押物的做法会给银行带

来更大风险。

　　在信息源的占有上，开发商与银行相比具有优势。由于银行客户行业的广泛性和离信息

源头比较远等原因，银行对开发商的信息只能通过间接途径了解。而开发企业不仅直接掌握

自身的全部信息也深知房地产开发的风险，但是由于房地产高收益率的特点和我国信用制度

不健全等原因，容易产生房地产开发企业&ldquo;空手套白狼&rdquo;向银行借款。如果开发项

目成功，开发商可以以小博大、牟取暴利；如果开发项目失败，银行则要承担亏损的大头。

　　中企顾问发布的《2013-2018年中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全景评估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共九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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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到实践、从

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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