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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野脱实向虚冶 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隐

忧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对实体经济是有益的袁但
其过度繁荣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遥 实体经济
主要是能够创造物质产品的产业部门袁 一般指制
造业遥 房地产业对于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
现在产业关联上遥 咱1暂曹振良指出在发达国家袁房地
产业的产值每增加 1%袁 相关产业的产值就能增
加 1.5%至 2%袁对于中国的具体测算结果显示袁每
增加 1亿元的住宅投资袁相关产业投入增加 1.497
亿元袁联动效应是巨大的遥 咱2暂渊孕19-20冤冯泰文将房地产
行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其实证
研究揭示袁 具有生产性服务业性质的房地产使制
造业的效率得到显著提高遥 咱3暂许宪春尧贾海尧李姣
等从房地产开发投资尧 房地产生产和房地产消费
三大领域系统完整地定量分析房地产经济对国民

经济增长的作用袁结果表明袁房地产市场合理增长
对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咱4暂

自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袁 我国的房地产业

经历了长时间的繁荣袁 屡屡出台的调控措施不改
房价上行的大趋势遥时至今日袁虽然市场出现了空
间上的分化袁 但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依
然飙升袁野地王冶频现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实体
经济的发展却日益呈现疲态和低迷遥 2006-2016
年间袁 第二产业的 GDP累计同比贡献率在 2010
年达到峰值 57.4%袁 而后持续下滑至 2016年 12
月的 37.2%遥 制造业的城镇固定资产完成额增长
率在 2006年为 29.06%袁2016年下滑至 7.99%遥 淤

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一方面深受产能过

剩尧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尧税负沉重尧资金供
给不足以及不断恶化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困扰袁房
价持续上涨带来的野吸血效应冶更使得制造业经历
寒冬遥这个现象的出现袁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房
地产业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袁 主流的观点都强调前
者的正向促进作用袁 也有一些学者敏锐地意识到
房地产业给制造业带来的负面影响遥 原鹏飞和魏
巍贤认为房地产业的适度发展能够推动关联产业

的发展袁 但是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会导致相反的
效果袁 主要原因是刚需被投资型和投机型需求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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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袁而只有刚需才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遥 咱5暂吴海
民研究了 2001-2010 年沿海民营工业的发展状
况袁 结果显示包含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的上涨
和通货膨胀导致很多民营企业出现野规模空心化冶
和野效率空心化冶袁即产业整体呈现出空心化现象袁
导致实体经济的实质萎缩遥 咱6暂

迄今为止袁 有关房地产业对于实体经济作用
机制的研究还较少袁并且多局限于点状的问题袁缺
乏系统性和完整性遥 本文尝试全面梳理房地产业
的野繁荣冶制约实体经济的路径以及原因袁重点回
答以下问题院第一袁房地产业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
机制错综复杂袁其主要的传导路径是什么样的钥第
二袁为什么在不同的阶段袁房地产业对于实体经济
的作用有时是正向有时是负向的钥第三袁房地产业
对实体经济的野吸血效应冶是如何体现的钥 在此基
础上袁我们将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遥
二尧房地产业的野繁荣冶制约实体

经济的现状与问题

2015-2016年袁 房地产业又经历了新一轮调
控后的繁荣袁百城住宅平均价格由 2015年 1月的
10564 元/平方米上升至 2016 年 12 月的 13035
元/平方米袁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速由-3.09%
上升至 18.71%遥房地产业的野繁荣冶不仅体现在房
价不断地上涨袁投资额不断攀升袁还表现为地王频
出袁面粉贵于面包的现象屡现遥这种状况势必对实
体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袁 并且在不同的历史发展
阶段展现不同的关系特征遥 从历史的证据我们可
以看出袁 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会制约实体经济的
发展遥

渊一冤新建住宅价格指数与制造业企业家信心
指数变化趋势逐渐由正相关转向负相关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袁 我们绘制出 2006 年 9
月-2016年 12月十年间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
与 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环比的关系
图渊如图 1所示冤遥我们将这十年分为三个阶段院第
一阶段袁2006年 9月要2013年 6月袁 房地产行业
与制造业走势基本上保持一致袁 从产业关联角度
而言袁房地产行业与制造业息息相关袁房地产业通
过前向推动和后向拉动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曰 第二
阶段袁2013年 6月-2014年 6月袁 房地产业呈现
下滑趋势袁这时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波动不大袁

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房地产业的下滑虽然给关联

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袁 但是房地产业的资金会
流向制造业袁所以负面效应被稀释曰第三阶段袁首
先袁2014年 6月-2016年 9月袁 房地产行业呈现
大幅度波动上升态势袁 环比指数从-0.5 上升至
1.8袁但是此时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不仅没有上
升袁反而从 123.6下降至 114.4袁过高的房地产价
格指数却带来了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的下降袁
房地产业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显现遥 其次袁2016
年的 9至 12月袁 在房地产调控政策趋严的情况
下袁 房价指数下滑袁 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从
114.4上升至 115.9袁 再一次印证两者负相关的发
展态势遥

图 1 2006年 9月-2016年 12月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
与 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关系图渊%冤
数据来源院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

图 2 2015年 5月-2016年 10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渊%冤

数据来源院国家统计局网站

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当月环比
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院住宅院累计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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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房地产行业利润率与制造业行业利润率
差距凸显

2000-2015年房地产行业和制造业收益率如
表1所示袁 房地产行业历年销售利润率的均值为
17.56%袁制造业总体利润率的均值为5.49%袁前者
是后者的三倍遥 制造业很多细分行业面临销售利
润率下降的困境袁 而房地产业是各级政府关注和

呵护的支柱性产业袁兼具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袁
长期面临旺盛的需求袁 因此其收益率一直保持在
高位遥 行业回报率的差异使企业家对于房地产市
场充满信心袁而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则越来越低袁
当有过度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的时候袁 房地产市
场就会产生泡沫袁价格的上升又会带来收益率上升袁
如此循环往复袁实体经济日益受到侵蚀和削弱遥

渊三冤房地产开发投资挤占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境遥图2
显示袁2016年在政策扶持力度加强的背景下袁民间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反而一路下滑袁 同时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渊住宅冤同比
增长在逆向攀升遥 我们认为导致民间固定资产投
资断崖式下滑现象的原因有三院首先袁一些传统行
业产能过剩袁如表 1所示袁很多行业投资收益率较
低袁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产生负向作用曰其次袁现有
壁垒将民间资本排斥在外袁 许多行业存在管制袁
野玻璃门冶野弹簧门冶野铁门冶普遍存在袁民间企业缺
少有利的投资领域曰再者袁房地产市场火爆袁投资
回报率较高袁进入门槛较低遥 三个方向的作用力袁
使得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业袁 对民间固定资产投
资产生挤出效应遥

渊四冤房地产行业的高收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经济主体投资于房地产

2001-2015年不同性质房地产企业的数量变
化如图3所示遥 从企业总数量上袁我国房地产开发
投资企业数量从2001年的29552个增长到93426
个袁增加了216.14%曰从细分企业数量上袁民营企
业的数量增加得最快袁 从16652个增加到了87035
个袁增加了422.67%袁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的数
量在减少袁 港澳台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
波动范围不大遥 从民营企业投资于房地产业的数
量可以看出袁在虚拟经济收益率较高的情况下袁金
融行业进入门槛高袁限制严格袁因此房地产业成为
首选袁大量民营企业积极投资于房地产行业袁甚至
不少居民和企业家也投资于房地产领域进行炒

作遥荣昭尧王文春通过研究全国35个大中城市非房
地产上市企业袁发现房价上涨越快袁当地企业进入
房地产行业的可能性越高袁 并且利润率较低的企
业进人房地产业的可能性较大遥 咱7暂

2000-2004 2005-2009 2010-2012 2013-2015 2000-2015

房地产行业 17.40 17.78 18.97 16.03 17.56

制造业 4.71 5.35 6.29 6.23 5.4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31 5.74 7.56 6.80 5.83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78 4.23 2.30 1.74 3.58

化学纤维 3.53 2.43 4.73 3.91 3.48

农副食品加工业 2.58 4.07 5.09 5.01 3.97

造纸及纸制品业 4.38 5.25 5.60 5.36 5.06

专用设备 4.13 6.22 7.35 6.27 5.79

表 1 房地产行业和制造业历年销售利润率均值渊%冤

数据来源院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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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1-2015年不同性质房地产企业的数量渊个冤
数据来源院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
三尧 房地产业对实体经济影响机

制的理论分析

我们从居民尧企业等经济主体传导机制渊如图
4所示冤 具体分析房地产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路
径以及存在的问题遥

渊一冤 房价高涨刺激居民的投资投机需求袁削
弱消费和创业的动力及能力

1.房价高涨刺激居民的投资投机需求袁使居
民投资于实体经济的意愿降低

从上世纪 90年代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后袁中国
逐渐成为世界上住房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袁房
价上涨对于财富分配和资源配置都有着深远影

响遥 2010-2016年袁M2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平均

值为 14.46%袁 远远高于 GDP 同比增速平均值
8.1%袁 淤从 M2与 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看
出我国面临着通货膨胀遥在货币持续贬值袁投资渠
道缺乏的经济背景下袁 物质性且价格不断上涨的
房地产成为人们资产布局的首选项遥 在居民资产
总量有限的前提下袁 房地产投资与其他实体经济
投资具有替代性袁 房地产投资投机需求的增加会
相应减少实体经济的投资遥

2.房价高涨削弱居民消费意愿
房价收入比是居民住房压力衡量指标遥 世界

银行提出袁 发达国家正常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
1.8-5.5之间袁而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则
在 3-6 之间袁比值越大袁说明居民家庭对住房的
支付能力越低遥图 5是我国 2015年房价收入比状
况袁35个大中城市中有 31 个城市房价收入比高
于 3-6合理区间遥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也显示袁

中等偏上收入户以下的城镇居民

家庭房价收入比均超过 6遥
房价收入比较高对于以制造

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会产生影响

消费的野财富效应冶和野房奴效应冶
的交叠作用遥 财富效应是指房价上
升以后居民资产得到增值袁家庭财
富增多就会促进消费曰房奴效应是
指年轻人在买房之前压缩消费积

攒首付袁买房之后还要紧缩消费还
贷袁 父母也为孩子购房缩衣节食遥
房价对于消费影响的结果取决于

财富效应和房奴效应的综合遥 颜
色尧朱国钟通过建立生命周期的动
态模型袁发现房价无限持续增长会
助长人们对经济的信心从而促进

国民消费袁特别是在中年和老年家
庭中较为显著袁此时表现为财富效应遥如果房价的
上涨是非持续性的袁 房奴效应就成为主导遥 咱8暂但
是袁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具有周期性袁受制于各
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袁 如果越来越多家庭预期房地
产市场增长将会放缓或者回落袁 那么即使经济基
本面因素没有发生变化袁 预期的自动调节机制很
难维持房价持续增长袁 所以最终呈现的结果就是

图 4 房地产业对于实体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流程

淤 数据来源院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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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房奴效应冶遥 房奴效应的直接结果就是消费的下
降袁从 2015年第二季度至今袁70个大中城市新建
住宅价格指数在不断上升袁 从-5.4%上升至
10.1%袁 而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累计实际
同比从 6.2%下降到5.29%袁 消费的下降同时打击
了制造业的需求渊如图 6所示冤遥

图 5 2015年 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状况
数据来源院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图 6 2014-2016年 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同
比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同比关系图渊%冤
数据来源院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
3.房价高涨削弱居民创业的动力及能力
房地产市场的野繁荣冶会削弱个体创业效应遥

央行公布的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袁2014年
第三季度实业投资意愿比例为 13.3%袁2016年第
三季度的数据显示实业投资意愿比例降为

12.1%袁降幅为 9.23%遥 房价上升在两方面可以促
进创业遥 首先袁能够使个人资产账面增加袁创业能
力增强袁这属于野财富效应冶曰其次袁房屋价值上升
的同时居民能够从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袁 属于正
向的野信贷效应冶遥 但是袁买房既是消费行为袁也是
投资行为袁其投资性质和创业具有替代性袁因此房
价上升还会给创业带来负向野替代效应冶遥 对于有
房者特别是多套房拥有者而言袁 三种效应共同决
定最终的效果曰 但是对于无房者和唯一自住房拥
有者而言袁财富效应和信贷效应基本上不存在袁只
有替代效应袁会抑制创业遥另外袁作为地位性商品袁
房地产在婚恋市场竞争中是重要的砝码袁加上野结
婚有房冶野有房则安冶是传统的国民心理和习俗袁造
成了对住房的刚性需求袁 房价的上升使年轻人及
其父母乃至整个家族不得不为购置房产而积蓄袁
减少风险较大的创业活动遥比如袁吴晓瑜尧王敏尧李
力行就发现房价收入比高的地区居民创业的可能

性较低袁房价对于创业的挤出效应十分显著遥 咱9暂

渊二冤房价上涨抬升企业的融资成本与经营成
本

1.房价上升推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袁挤占实
体经济信贷资源

房地产市场的虹吸效应使得央行降低资金成

本袁 为中小企业尧 民营企业减负的努力大打折
扣遥 央行自 2014 年 9 月实行降息袁 至 2016 年
12月袁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由 6.96%降至 4.52%袁
降幅为2.44个百分点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
以企业贷款为主的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利率由

7.33%降为 5.44%袁 降幅仅为 1.89个百分点 渊如
图 7所示冤遥 房地产市场对资金的虹吸效应还表
现为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上遥 2010-2016年袁 居
民户新增中长期人民币贷款年度总额于 2016年
首次超过非金融性公司中长期新增贷款年度总

额曰 2016年 3-8月袁 居民新增贷款累计 3.48万
亿元袁 其中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中长期贷款累
计为 2.97万亿元袁 同期企业贷款累计为 1.06万
亿元袁 仅占居民新增贷款的 30.46%遥 淤企业贷款

淤 数据来源院中国人民银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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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增长以及居民住房按揭贷款的高速增长背

后袁 说明不仅所有的银行新增贷款被房地产市场
吸收袁 银行对企业停贷尧 抽贷后的信贷资源也被
投向房地产市场遥 由此可见袁 房地产市场的野繁
荣冶 大量挤占了本用于发展制造业的信贷资源遥

2.房价上涨直接导致地价和租金成本的上升
商品住宅价格不断上涨的同时袁 办公楼以及

商业营业用房的价格也在大幅上升袁从 1999年到
2015年袁全国房屋平均销售价格上升了 231%袁其
中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分别上涨了 145%和
187%渊如图 8所示冤袁这直接导致企业经营成本的
攀升遥中国城市发展的惯有逻辑正在发生改变遥住
宅用地出让的高溢价袁 短期内能为地方政府创造
大量的收入遥这些收入往往被用于改善投资环境袁
提供优惠政策袁吸引大型的制造业项目入驻袁为实
现长期的 GDP尧税收和就业增长奠定基础遥 工业
用地的价格优惠政策曾为实体企业带来了巨大的

成本优势遥 而如今袁土地日益稀缺袁以居住用地贴
补工业用地的政策空间日益收缩袁乃至无以为继遥
工业用地的价格尧厂房的租金快速上涨袁制造业的
利润不断受到挤压遥 深圳市就有数个企业迫于地
价房价压力而考虑外迁袁例如袁富士康将生产基地
转移至二三线城市尧华为外迁至东莞尧中兴通讯将
生产基地转移至河源等遥

3.房价上升间接导致人力资本成本上升以及
人才流失

随着房价的上升袁 居民的生活成本也不断地
提高遥 2016年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机构 ECA的一
项针对全球 450 个地点的生活费用调查报告显
示袁上海尧北京尧广州尧深圳的排名分别为第 10尧
11尧15以及 24位袁 相比于 2012年的调查结果分
别上升了 5尧7尧23尧16位遥在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中袁
居住成本的开支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袁 无论是购房
或者租房袁工薪阶层都面临很大压力遥新经济增长
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贡献袁
对于中国而言袁 高素质的高校毕业生成为弥补逐
渐消失的人口红利的重要力量遥 房价的上涨导致
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袁一方面袁员工对于工作报酬
的要求更高袁导致企业人力资本成本上升曰另一方
面袁会抑制人才流入房价过高的地区袁影响当地实
体经济的创新和发展遥 深圳市也有一些企业迫于
房价导致人才流失而考虑外迁袁 除了上述的富士

康尧华为尧中兴通讯袁还有光启科学布局东莞尧腾讯
研发迁往广州等遥

图 7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渊%冤
数据来源院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

图 8 1999-2015年商业营业用房尧办公楼以及房屋
平均销售价格走势图渊千元/平方米冤

数据来源院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
渊三冤房价上涨使具有信贷优势的国企热衷于

房地产业袁实体经济效率降低
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使相关企业获利丰

厚袁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向房地产行业遥在金融
管制的背景之下袁国有企业以低于民营企业的资金
成本获取了大多数的新增信贷遥但是袁国有企业取得
信贷资源并投向房地产业袁最终会导致房地产业投
资增长以及制造业部门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咱10暂遥 这
是因为院首先袁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非国
有企业袁信贷资源被优先分配给国企袁那么高效率
的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就被挤出遥其次袁在信贷资金
已经被分配给国企的情况下袁 房地产投资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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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企业短期内可以提高投资回报率袁 但是国企却
没有利用信贷资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

产率袁由于其社会属性袁效率低下的国企不会轻易
退出市场袁低效率的国企长期存在于市场中袁从而
拉低了制造业部门的效率遥

2015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推
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袁 非房地产主业的央企清理
整顿房地产业务遥面临野退出并购潮冶袁一些非以地
产为主营业务的央企通过高价拿地做大房地产业

务袁从而避免成为被并购的对象遥这种非理性环境
下的理性行为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制造业发展袁首
先袁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由政府垄断袁在供
给受控的情况下袁 房地产投资的增加会推高土地
价格袁国企财大气粗袁不断制造地王袁产生成本推
动效应和价格标尺效应袁 加剧了制造业的成本压
力遥 再者袁在投资规模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袁国企在
房地产业投资的增加会挤出相应的制造业投资遥
这种脱实向虚的蜕变既产生恶劣的示范效应袁又
直接削弱了实体经济的基础遥
四尧政策建议
通过前文梳理的路径分析袁我们可以看出袁随

着房价的高涨袁房地产业金融属性过度凸显袁经济
主体投资投机性需求增加袁企业成本上升尧人才流
失尧效率降低遥 为引导房地产业适度发展袁实现对
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袁 本文根据影响路径分析得
出以下几条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遥

渊一冤优化住房保障政策袁防范人才流失
在房价高涨的背景下袁 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

关乎城市实体经济发展大计遥 在政策制定方面可
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院第一袁鼓励建设人才房遥 人才
房特点在于野激励效应冶与野促发展冶战略袁即最大
限度地为实体经济留住人才并激发人才的创新创

业活力遥在实施层面袁人才住房户型面积要高于保
障性住房从而达到激励的目标袁土地野招拍挂冶过
程中要按一定比例配建人才住房袁 而且原则上人
才房不能在市场上进行流转袁如需转让人才房袁应
该由政府或原配售单位回购袁 以免增量与存量的
减少相互抵消袁从而保证人才住房可持续发展遥第
二袁鼓励发展长租公寓市场遥长租公寓住房质量比
较高袁 能够迎合现代年轻人对于生活质量的高标
准要求遥在房价日益上涨的背景下袁合同的长期性

会增加长租公寓的吸引力袁 并且能够减少企业人
员流动率遥 第三袁利用企业化的机制盘活存量袁增
加住房供给遥例如袁应允许企业用自有闲置土地建
设公租房袁将闲置商业用房尧工业厂房转为租赁住
房袁这样不仅能盘活现有的土地尧房产资源袁还能
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尧增加企业盈利遥 上述野第二冶
野第三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加快野租售同权冶立法袁
让房东和租客享受相同的法律地位和权力遥

渊二冤为满足条件的个体购房提供支持袁化解
个体压力袁增加消费并激发创新

只有有效化解个体的压力袁才能增加消费袁激
发创新与创业的动力袁为实体经济注入新鲜血液遥
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院第一袁稳步推进房贷利息抵
扣个税遥 针对购买首套自住房的居民袁 可优先实
施曰为避免拉大贫富差距袁要平衡不同收入群体的
抵扣幅度袁可考虑让利于中低收入家庭袁增加中低
收入家庭抵扣比例袁 防范高收入家庭利用政策避
税遥第二袁完善公积金制度遥可采取的措施包括院扩
大受惠范围袁提高实际覆盖率曰在考虑单位和个人
的实际经济能力的基础上袁确定合理的缴存比例曰
让其真正能够为置业困难的群体提供支持遥第三袁
通过业主与政府对房屋共有产权的过渡方式袁让
符合条件的购房者以更低的门槛进入购房市场遥

渊三冤适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袁抑制投资性与
投机性需求

房地产税调节房价的机制在于增加持有房产

的成本袁相对于不存在房地产税的情形袁房地产税
的税收成本能够降低投机收益袁 抑制民众对房产
的投机需求遥同时袁持有多套房产及高档房产的成
本增加也将激励部分住房进入市场交易袁 从而增
加住房供给遥 房地产需求降低与供给增加两方面
的作用将导致房价下降袁 缩小房地产业与实体经
济之间的收益率差距遥 实施层面袁应该遵循野取民
有度冶以及野房子是用来住的袁不是用来炒的冶原
则袁 计算时以每个人在房屋产权交易所登记的房
产持有量扣除规定个人应享有的免税面积后的应

税面积为征税对象袁 个人拥有的多套住房或超面
积高档住房袁可设定超额累进税率袁房地产税的税
率应具有弹性袁不仅要对房屋的类型进行区分袁而
且还要注意区分交易尧 出租和空置等不同的涉房
行为遥

渊四冤推进国企和央企改革袁控制野地王冶现象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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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地价房价共振

2016年频繁的野地王冶现象背后袁国企和央企
野唱主角冶遥对于脱野实冶向野虚冶的国企和央企袁要通
过房地产业务转变与退出袁回归实体经济遥 首先袁
要以发展实体经济袁挖掘经济创新增长动力袁以及
强化社会和民生贡献为导向进行革新遥其次袁对于

处在房地产领域的国企和央企袁 要逐步撤出商品
房市场袁 业务可转向城市一级土地开发尧 旧城改
造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遥再次袁切实贯彻 2015
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加快推进房地
产业兼并重组袁 非房地产主业的央企清理整顿房
地产业务袁限期完成退出或转型遥

How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conomy is Impeded by Real-estate " Prosperity" : An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s,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ZHAO Wei, SU Sha-sha

渊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Based on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data from manufacturing and real estate industri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China's real economy against the " prosperity"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he " prosperity" of real estate hurts real economy. It weakens the individual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leads to decline in consumption ability. It increases the financing and operating costs of
private business. It seduces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nd central enterprises to deviate from their main
business in real economy. 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so that it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governments can take measures like optimizing the housing security policy and promoting
the home mortgage interest deduction for individual income tax.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improve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and carry forward the advantages of common property. And it can levy real
estate tax timely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and central enterprises.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housing price;economic subject;re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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