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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7年，随着部分一二线城市开始调整，楼市其实也开始有了轮动效应，三四线城市成为

中国楼市当之无愧的主角。    2018年，中国楼市两年来，100多个城市，调控共计600多次，一

二三四线城市开始逐步降温，但有些去库存过度，库存量不足的城市目前还有上涨余温。    

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化安置得到政策鼓励。货币安置比例，从2014年的9%跃升到2017年

的60%，直接刺激了三四线楼市上涨的神经。一时间，拆旧建新，拿到补贴的拆迁户成了最

大的购买主力，三四线房价开始飙涨，直接接过了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的接力棒。楼市一旦

上涨趋势形成，价格很难下来，所以一个城市才会有接二连三的调控。    在过去这三年多时

间里，棚改货币化大概贡献了约五万亿，而这其中，约60%流进入三四线城市，大概是3万亿

。据测算，2016年、2017年，三四线通过棚改货币化去库存分别为1.4亿平和1.9亿平，占三四

线城市销售面积的14.8%和17%。大家不要小看这百分之十几的贡献率，由于棚改居民拿着钱

去买房，成为房价推高的主要助手，是助燃器。    因为这约15%左右的人就成了彻底没有房的

人，他们成了这个城市真正意义上的刚需，并且手上有钱，那就在这个市场上开始买房，有

人买 了成交量自然上来，再加上大家看到一二线城市已经在涨了，其它刚需或者投资者自然

也会来置业，如此循环，两年下来，三四线城市房价纷纷破万。我在网上只找到一个60多个

城市房价破万的城市，但实际上肯定不止60个，肯定还有更多。至少我老家汕头破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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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前景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共八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房地产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

国房地产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房地产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房地产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房地产

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房地产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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