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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信贷与房价的关联性研究

　
邓宏乾　贾傅麟

摘　要：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法对房价的影响因素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在１９９９年

到２００９年间，住房用地价格对住房价格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住房信贷中开发信贷对住房

价格的抑制作用较小，消费信贷对住房价格的拉动作用较大，住房信贷扩张对住房价格上涨

有促进作用。因此，改革目前普通住房用地出让方式、增加普通住房用地供给、以住房需求

为导向制定住房开发信贷政策、调整住房消费金融政策应成为当前平抑房价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住房价格；土地价格；住房信贷；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

引　言

始于２０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 的 住 房 制 度 改 革，持 续 了３０多 年，大 致 经 历 了“住 房 商 品

化———住房市场化———住房分配货币化与社会化”等阶段，确立了通过市场配置住房资源

的机制。然而，过分地依赖市场机制，期望通过市场解决住房的所有问题，结果导致住房

价格上涨过快，价格远远超出居民的支付能力。始于２００５年的宏观调控，历经了近七年

的时间，采取了“实名制购房、禁止期房再转让、９０／７０政策、紧缩银根、提高贷款利率、限

购令、年度房价控制目标责任制、一房一价、明码实价制”等严厉的调控措施，但房价反而

越调越高，调控结果与其预期目标相去甚远，于是房价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究

竟哪些因素推动了我国房价上涨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部分国内学者已从不同

角度进行过研究。在地价与房价的关系研究中，宋勃、高波（２００７）认为地价是房价的重

要影响因素，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①。关于住房信贷与房价的关系研究，学者们利

用银行贷款利率研究住房信贷对房价的影响，但结论存在差异。余华义、陈东（２００９）用实

证表明银行贷款利率对房价有着抑制作用②；梁云芳、高铁梅（２００７）认为银行贷款利率对

房价影响较小，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抑制作用③。住房信贷按信贷需求主体可分为住房开

发信贷和住房消费信贷，两者的变动会影响住房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以往学者们用银行

贷款利率研究住房信贷对房价的影响，只是得到了住房信贷对房价的综合影响，不能反映

出住房信贷对住房供需两端的影响大小，对住房信贷政策的指导意义不大。
为此，本文用住房信贷规模替代银行贷款利率，将住房信贷规模分为住房开发信贷规

模和住房消费信贷规模，从住房供需两端分别估计出住房信贷对房价的影响大小；考虑到

土地价格等变量与房价的联立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住房

价格模型；利用３５个大中城市数据测度各因素对房价的影响大小，基于实证结论，提出了

①
②
③

宋　勃、高　波：《房价与地价关系的因果检验：１９９８－２００６》，载《当代经济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余华义、陈　东：《中国地价、利率与房价的关联性研究》，载《经济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梁云芳、高铁梅：《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载《经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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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平抑房价的具体对策。

一、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选择

有关住房价格理论模型有很多，其中以住房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的应用较为常见。本文基于该模

型，建立一个包含地价、住房开发信贷规模和住房消费信贷规模等变量的住房价格决定模型。
（一）模型设定

住房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Ｍｅｅｎ，１９９０①）认为在预算约束下，理性购房者在住房消费和其他消费

之间进行选择。最优化选择下，两者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住房的使用成本，即：

ＭＵｈｔ
ＭＵｃｔ

＝ （１－ｔｔ）ｉｔ－πｔ＋δ－
ＨＰｅｔ－ＨＰｔ－１
ＨＰｔ－１［ ］ＨＰｔ （１）

其中，ＭＵｈｔ／ＭＵｃｔ 代表ｔ时期住房消费与其他消费的边际替代率，（１－ｔｔ）ｉｔ 代表ｔ时期的税后住房消

费贷款利率，πｔ 代表ｔ时期的通货膨胀率，δ代表住房折旧率，ＨＰｔ 代表ｔ时期的住房价格，ＨＰｅｔ 代表

购房者对ｔ时期的住房价格预期，（ＨＰｅｔ－ＨＰｔ－１）／ＨＰｔ－１ 代表ｔ时期购房者的预期收益率。
本文假定购房者、开发商对住房价格的预期为理性预期，即购房者和开发商能够根据历史价格信息

对未来房价做出正确的预测。那么（１）式可变为：

ＭＵｈｔ
ＭＵｃｔ

＝ （１－ｔｔ）ｉｔ－πｔ＋δ－
ＨＰｔ－ＨＰｔ－１
ＨＰｔ－１［ ］ＨＰｔ （２）

住房市场在无套利均衡状态下，住房租金与住房使用成本相等，即：

ＭＵｈｔ
ＭＵｃｔ

＝Ｒｔ＝ （１－ｔｔ）ｉｔ－πｔ＋δ－
ＨＰｔ－ＨＰｔ－１
ＨＰｔ－１［ ］ＨＰｔ （３）

而住房租金取决于现有住房存量（ＨＳｔ）、城市人口数量（Ｐｅｏｔ）和居民收入（Ｉｔ）等因素，即：

Ｒｔ＝Ｒ（ＨＳｔ，Ｐｅｏｔ，Ｉｔ） （４）
况伟大（２０１０）认为住 房 存 量 由 两 部 分 构 成：上 一 期 住 房 存 量（ＨＳｔ－１）的 存 留 量 和 本 期 新 增 住 房 供 给

（ΔＨＳｔ）②。即：

ＨＳｔ＝（１－δ）ＨＳｔ－１＋ΔＨＳｔ （５）
本期新增住房供给取决于开发商对本期住房价格的预期（ＨＰｅｔ ），以及上一期的土地价格（ＬＰｔ－１）、住

房开发贷款利率（ｉｔ－１）和住房建造成本（Ｃｔ－１）③。

ΔＨＳｔ＝Ｈ（ＨＰｔ，ＬＰｔ－１，Ｃｔ－１，ｉｔ－１） （６）
银行贷款利率既是购房者的购房成本又是开发商的开发成本，其变动会影响购房者和开发商从银行获

取资金的规模，从而影响住房市场的需求和供给，进而对房价形成产生影响。由于需求和供给对房价形

成的作用相反，用银行贷款利率不能分别反映出购房者、开发商这两个信贷需求主体对房价的影响大

小。为了厘清住房信贷政策变化对房价的影响，我们用住房信贷规模替代银行贷款利率。具体而言，用
住房消费信贷规模（ＨＬｔ）替代住房消费贷款利率（ｉｔ），用住房开发信贷规模（ＤＬｔ－１）替代住房开发贷

款利率（ｉｔ－１）。另外，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具有异质性，住房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住房价格的制

定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开发商掌控的。开发商为了获得更大利润，往往会根据本期土地价格水平衡量

已获得土地的成本，估算本期售房价格。因此，我们使用本期的土地价格（ＬＰｔ）。
在西方国家，购房者还房贷是在税前，住房消费贷款有着抵税功能；而在我国是税后还贷，故可认为

ｔｔ＝０。δ在样本期内变化不大，我们假定其为固定常数，不随样本个体、时间变动，有无δ对我们估计

的结果不影响，故不考虑此项。

·００１·

①

②
③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Ｐ．Ｍｅｅｎ．“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ＵＫ　Ｈｏｕｓｅ
Ｐｒｉｃｅ”，Ｏｘｆｏｒｄ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９０，５２（１），ｐｐ．１～２３．
况伟大：《预期、投机与中国城市房价波动》，载《经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住房开发从购地、开发到形成供给，会滞后一段时间，滞后期是１～２年；由于本文采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使用模型内部变量的滞
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为了减少样本信息的损失，我们取这些变量的滞后一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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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住房价格决定的函数式子：

ＨＰｔ＝Ｐ（ＨＰｔ－１，ＬＰｔ，Ｃｔ－１，ＤＬｔ－１，Ｐｅｏｔ，Ｉｔ，ＨＳｔ－１，ＨＬｔ，πｔ） （７）

将（７）式化为简约的线性形式，可以得到面板计量模型：

ＨＰｉｔ＝αＨＰｉｔ－１＋βＸｉｔ＋εｉｔ，其中εｉｔ＝ηｉ＋μｉｔ （８）

其中，ＨＰｉｔ 为住房价格，向量Ｘｉｔ 为包含当期和滞后期的其他解释变量，ηｉ 为不可观测的各城市的固定

效应（如地理位置、城市级别等），μｉｔ 为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Ｘｉｔ 包括每个城市的土地价格、住房建造

成本、住房开发信贷规模、居民收入、城市人口、住房存量、住房消费信贷规模和通货膨胀率。受选取的

样本数量所限，本文模型中没有加入反映时间效应的年份虚拟变量①。

在估计模型前，我 们 先 对 模 型 进 行 分 析。（１）模 型 中 的 解 释 变 量 包 含 因 变 量 的 滞 后 项 ＨＰｉｔ－１，

ＨＰｉｔ－１ 显然与代表城市固定效应的ηｉ 存在相关关系，是个内生变量。（２）向量Ｘｉｔ 中的一些解释变量

可能与因变量ＨＰｉｔ 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存在联立内生性问题。为了处理上述两种内生性问题，我们在

估计模型过程中使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ｍｅｎｔｓ，ＧＭＭ）方法。
（二）估计方法选择

动态面板ＧＭＭ估计可以分为差分ＧＭ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ＭＭ）和系统ＧＭＭ（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两种。

差分ＧＭＭ 由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和 Ｂｏｎｄ在 ＡＨ（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Ｈｓｉａｏ）基础上提出的，其估计思路是：假定误差 项

μｉｔ 不存在自相关，先使用一阶差分方法消除模型中的个体固定效应ηｉ，然后利用模型中 ＨＰｉｔ－１ 的滞

后项和Ｘｉｔ 的差分项作为差分方程中差分项的工具变量，会得到一个矩条件，最后通过广义矩估计方式

对差分方程进行估计②。系统ＧＭＭ由Ａｒｅｌｌａｎｏ和Ｂｏｖｅｒ提出的，是在差分方程的基础上增加了水平

方程，假定Ｅ（μｉｔηｉ）＝０和Ｅ（ΔＨＰｉ２ηｉ）＝０，那么可以将模型中ＨＰｉｔ－１ 的一阶差分项作为水平方程中

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得到一个水平方程的矩条件，然后通过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矩条件联立进行估

计③。相对于差分ＧＭＭ，系统ＧＭＭ通过引入一个水平方程，充分利用了样本信息，但增加了额外工

具变量。一般情况下，系统ＧＭＭ估计比差分ＧＭＭ更有效，但这种有效性有一个前提，即所增加的工

具变量与个体固定效应不相关。正如上文所说，住房价格的变动有很强的区域性，住房价格的变动与城

市个体固定效应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其差分滞后项并不是很好的工具变量，故本文采用差分ＧＭＭ 估

计方法。差分ＧＭＭ估计又 有 一 步 和 两 步 估 计 之 分。一 步ＧＭＭ 估 计 量 是 一 个 一 致 的，但 是 非 有 效

的；两步ＧＭＭ估计可以增加估计量的有效性，但估计的标准差存在向下偏倚，估计不可靠，可以对两

步估计的标准差进行了小样本的修正，避免标准差向下偏倚，从而使估计比一步ＧＭＭ估计有效④。

二、指标和数据

（一）指标设计

根据式（７），本文使用的变量包括住房价格、土地价格、住房建造成本、住房开发信贷规模、城市人

口、居民收入、住房存量、住房消费信贷规模和通货膨胀率。住房价格（ＨＰ）由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住宅

销售额／住宅销售面积）代替，土地价格（ＬＰ）由各城市地价水平来代替，住房建造成本（Ｃ）由住宅竣工

价值除以住宅竣工面积得到的，住房开发信贷规模（ＤＬ）由房地产开发资金中的国内贷款和其他资金来

表示⑤，城市人口（Ｐｅｏ）由各城市的非农业人口来代替，居民收入（Ｉ）由各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代替，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本文只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全国３５个大中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在进行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时，加入时间虚拟变量后，即使控制内生
变量滞后项的滞后期为两期，模型中工具变量数也大于样本个体数，削弱了模型检验的有效性。
Ｍ．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Ｓ．Ｂｏｎｄ．“Ｓｏｍｅ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１，５８（２），ｐｐ．２７７～２９７．
Ｍ．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ｖｅｒ．“Ａｎｏｔｈｅｒ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ｒ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Ｍｏｄｅ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
ｒｉｃｓ　１９９５，６８（１），ｐｐ．２９～５１．
Ｆ．Ｗｉｎｄｍｅｉｊｅｒ．“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ｗｏ－Ｓｔｅｐ　ＧＭ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
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０５，１２６（１），ｐｐ．２５～５１．
我国房地产开发主要以住房的形式，资金由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利 用 外 资 和 其 他 资 金 构 成，而 其 他 资 金 中 绝 大 部 分 也 来 源 于 银
行贷款，因此本文用国内贷款和其他资金来描述住房开发信贷规模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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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存量（ＨＳ）由人均住房面积与城市非农业人口的乘积得到的，对于住房消费信贷规模（ＨＬ），本文

采用周京奎的方法①，用住宅销售额与（１－首付款比例）的乘积来表示。我们用各城市的城市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１９９８＝１００），对模型中所有价值型变量进行了消除通货膨胀处理。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３５个大中城市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住房市场数据。各城市的住宅销售额、住宅销售面积、
住宅竣工价值、住宅竣工面积、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的国内贷款和其他资金均来自《中国房地产年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各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非农业人口和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各城市的地价水平来自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ｃｏｍ．
ｃｎ／）。各城市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自国研网。

（三）数据处理与描述

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相关年份的人均住房面积涉及到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和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我们根据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将指标统一为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少数指标存在部分年度数据缺失

情况，我们采用插值法进行填充。为了消除异方差问题对估计的影响，以上各变量都以对数形式进入模

型。经过对数处理后的各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１。

表１　各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ＨＰｉｔ ３８５　 ７．８８６３３５　 ０．４８４３１６　 ６．９９１７４１　 ９．４２２０３１
ＬｎＬＰｉｔ ３８５　 ７．６６２３２５　 ０．８２３８５１　 ５．７８５７５６　 ９．８６５５３６
ＬｎＣｉｔ ３８５　 ７．１８４１６１　 ０．３７２０１３　 ６．３８８６２９　 ８．２９０５４２
ＬｎＤＬｉｔ ３８５　 ４．６４３６９２　 １．３７４１５４　 ０．４１６１７１　 ８．３８４８２７
ＬｎＩｉｔ ３８５　 ９．２６５５５２　 ０．３８２７２８　 ８．４７４０３４　 １０．３１４０８
ＬｎＰｅｏｉｔ ３８５　 ５．３４１１８６　 ０．６８７９２７　 ３．８１６１７３　 ７．０９５３３４
ＬｎＨＳｉｔ ３８５　 ８．２４００２０　 ０．７５１６０７　 ６．３５５０１３　 １０．３７５８７
ＬｎＨＬｉｔ ３８５　 ４．１９５７１５　 １．３５１１４５　 ０．７８０５６２　 ７．６６４５３８

三、实证分析

在使用差分ＧＭＭ对模型估计过程中，ＧＭＭ的设置会对估计结果产生较大影响，为了得到可靠的

估计量，我们有必要对ＧＭＭ估计进行准确的设置。差分ＧＭＭ 设置涉及到内生变量的判定和选取、
工具变量的个数控制等问题。对于内生变量的判定，我们先经验判断，然后进行实证验证。正如文章第

二部分所说，解释变量中可能包含有与住房价格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内生变量。我们认为，住房价格上

涨会增加开发商对住房用地的需求，在土地供给一定的情况下，会使得土地价格攀升；土地价格作为住

房成本的重要部分，土地价格上升也会推动住房价格上涨。另外，在国内投资品种缺乏的情况下，住房

是一种很好的投资品，住房价格上涨会刺激住房投资者增加对住房的投资需求，增大住房消费信贷规

模；住房消费信贷规模的扩张，会加大购房者对住房的需求，由于住房供给短期内缺乏弹性，会拉动住房

价格的上涨。因 此，土 地 价 格、住 房 消 费 信 贷 规 模 可 能 是 内 生 变 量。对 于 上 述 判 断，我 们 采 用 差 分

ＧＭＭ估计，依据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对这两个解释变量内生性进行验证。

Ｈａｎｓｅｎ过度识别约束检验的拇指法则是ＧＭＭ估计中工具变量个数不大于模型中的个体数。对

于本文模型，也即是进行差分ＧＭＭ估计时工具变量个数不能超过３５。对于传统的差分ＧＭＭ 估计，
用因变量的滞后两期和更高期作为工具变量。由于本文样本属于小样本，即使模型解释变量Ｘｉｔ 中没

有内生变量，工具变量个数也超过３５。因此，我们在做ＧＭＭ 估计时，必须对工具变量个数进行控制。
对于工具变量个数控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对工具变量矩阵进行“压缩”处理；另一种是控制内生变量滞

·２０１·

①周京奎：《货币政策、银行贷款与住房价格———对中国４个直辖市的实证研究》，载《财贸经济》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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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①。我们采用第一种方法。首先，假定模型中的Ｘｉｔ 中所有变量是外生，进行一步ＧＭＭ 估计，估

计结果见表２的第（３）列。我们发现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的Ｐ值为０．０３２，拒绝了矩条件有效的假设，说明Ｘｉｔ
的差分项与μｉｔ 的差分项相关，Ｘｉｔ 中有些变量并不是外生。然后，我们假定土地价格、住房消费信贷规

模为内生变量，分别进行一步和两步ＧＭＭ估计，估计结果见表２的第（４）和（５）列。我们发现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的Ｐ值有很大提高，为０．４５８，不拒绝矩条件有效的假设，说明以土地价格、住房消费信贷规模为内

生变量是合理的。Ｂｏｎｄ认为，由于因变量的滞后项与个体固定效应相关，会导致混合ＯＬＳ估计系数有

向上偏误，固定效应估计系数有向下偏误 ②。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因变量滞后项的系数值来判断

差分ＧＭＭ估计结果是否合理。混合ＯＬＳ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见表２的第（１）和（２）列。

表２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中国３５个大中城市房价方程的回归结果

（１）
ＰＯＬＳ

（２）
ＦＥ

（３）
ＤＩＦ１

（４）
ＤＩＦ１

（５）
ＤＩＦ２

ＬｎＨＰｉｔ－１ ０．８４８＊＊＊
（３４．１２）

０．６４０＊＊＊
（１７．９７）

０．６６２＊＊＊
（８．１３）

０．７５２＊＊＊
（７．９３）

０．７４２＊＊＊
（７．３５）

ＬｎＬＰｉｔ ０．０２７＊＊＊
（２．６２）

０．２６１＊＊＊
（７．２１）

０．２７１＊＊＊
（４．２６）

０．４３５＊＊＊
（２．７２）

０．３９７＊＊
（２．２４）

ＬｎＣｉｔ ０．０１３
（０．６１）

０．０１５
（－０．５５）

－０．０１３
（－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５９）

－０．０５７
（－１．１４）

ＬｎＤＬｉｔ－１ －０．０５７＊＊＊
（－４．２８）

－０．０７６＊＊＊
（－４．４８）

－０．０６４＊＊＊
（－２．９５）

－０．０７４＊＊＊
（－３．０８）

－０．０７５＊＊＊
（－３．０４）

ＬｎＩｉｔ ０．１６４＊＊＊
（４．６３）

０．１８８＊＊＊
（３．７７）

０．１７４＊
（１．９３）

０．０２３
（０．１８）

０．０６０
（０．１４）

ＬｎＰｅｏｉｔ ０．００７
（０．２２）

０．０８１
（１．３８）

－０．１４８
（－１．４４）

－０．１４０
（－１．３４）

０．１３９
（－１．０１）

ＬｎＨＳｉｔ－１ －０．０１２
（－０．３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５
（－０．７４）

－０．０６３
（－１．２４）

－０．０６１
（－０．９５）

ＬｎＨＬｉｔ ０．０７１＊＊＊
（５．２３）

０．０８９＊＊＊
（５．１５）

０．１３２＊＊＊
（５．４７）

０．１３７＊＊＊
（３．７６）

０．１４４＊＊＊
（３．５０）

常数项 －０．５３５＊＊
（－２．１８）

－１．２３２＊＊＊
（－２．９６） － － －

Ａｄｊ　Ｒ２　 ０．９６７　 ０．９７４ － － －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２５９　 ３１０　 ２４２　 ２０３　 １９０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 － － ０．０３２　 ０．４５８　 ０．４５８
ＡＲ（１） － －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 － － ０．８５７　 ０．９２１　 ０．９６４

工具变量数 １６　 ３２　 ３２
观测值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１５　 ３１５　 ３１５

　　注：（１）括号内为ｔ统计量；上标＊＊＊，＊＊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置信水平。（２）ＰＯＬＳ和ＦＥ表示混合最小二乘估计和固定效

应估计；ＤＩＦ１表示一步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ＧＭＭ估计；ＤＩＦ２表示两步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ＧＭＭ估计。（３）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约束检验

的Ｐ值，该检验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４）ＡＲ（１）和ＡＲ（２）分别为残差的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的Ｐ值。

表２给出了５种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考虑土地价格、住房消费信贷规模内生性的两种差分ＧＭＭ
估计都通过了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和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并且两种估计的系数值基本相同；这

两种差分ＧＭＭ估计的因变量滞后项的系数均在混合ＯＬＳ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的系数区间里，说明我

们的差分ＧＭＭ估计结果是合理的。从两种差分ＧＭＭ 估计的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二阶序列相关检验看，
我们认为两步差分ＧＭＭ估计结果优于一步差分ＧＭＭ。因此，我们将以两步差分ＧＭＭ 估计结果分

析各变量对住房价格的影响。

·３０１·

①

②

Ｄ．Ｒｏｏｄｍａｎ．“Ｈｏｗ　ｔｏ　Ｄｏ　Ｘｔａｂｏｎｄ２：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　ｉｎ　Ｓｔ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０６，Ｎｏ．１０３．
Ｓ　Ｂｏ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Ｍｉｃｒｏ　Ｄａｔ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ｅＭＭＡ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０２，Ｎｏ．０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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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价格和住房开发信贷规模是从住房供给方面影响住房价格，前者对住房价格有推动作用，后者

对住房价格有抑制作用；住房消费信贷规模是从住房需求方面影响住房价格，对住房价格有着拉动作

用。通过对两步差分ＧＭＭ估计结果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三者都显著且符号符合预期。在其他变量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价格对住房价格影响最大（０．３９７），其次是住房消费信贷规模（０．１４４），对住房

价格影响最小的是住房开发信贷规模（０．０７５）。这说明，土地价格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程度强于住房信

贷，对房价上涨有着主要的推动作用。住房开发信贷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对房价有抑制作用，但效果并不

大。开发信贷政策宽松所带来的住房供给量增加对房价的抑制作用很小，可能是由于我国住房供给结

构与住房需求结构不匹配，导致住房供给量的增加对房价的抑制作用较小。住房消费信贷规模是银行

对购房者的资金支持和购房者自住需求、投资需求的体现，其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大于住房开发信贷规

模。这意味着住房信贷扩张对住房价格上涨有着促进作用。住房价格滞后项的系数高达０．７４２，表明

上期房价上涨一个百分点，本期房价就会上涨０．７４２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住房价格受购房者的预期和

心理因素影响很大。另外，住房价格存在高度的序列相关，往往投资性资产会表现出这种价格变化特

征，说明我国的住房有着很强的投资属性。住房建造成本、收入、人口和住房存量对住房价格的影响不

显著，说明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对住房价格的解释力较弱，住房价格上涨已经偏离了其经济基本面。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３５个大中城市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住房市场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从宏观

角度衡量了各因素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住房建造成本、收入、人口等经济基本面对我国

住房价格的解释力较弱；我国住房有很强的投资属性，住房价格受购房者的预期和心理因素影响很大；
住房用地价格对住房价格有很强的推动作用，用地价格上涨１％，会导致住房价格上涨０．３９７％；住房信

贷中住房开发信贷对住房价格的抑制作用较小，而消费信贷对住房价格的拉动作用较大，住房信贷扩张

对住房价格上涨有着促进作用。基于结论，我们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加以改革和创新：
第一，改革普通住房用地出让方式，增加普通住房用地供给。土地因其自然特性，决定了其公益性

特征，它的利用必须满足全体国民利益的基本需要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保障国民的居住权是政府的

基本职责，也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因此，应改变目前住房用地出让方式，对普通住房用地应采用“协
议”方式出让，以降低普通住房用地的价格，抑制居住用地出让价格的非理性上涨。同时，应积极探索集

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适时废止禁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相关制度，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上市流转，实行

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产权、同市场、同价格”，这有利于平抑土地价格和增加住房用地的供给。
第二，以住房需求为导向制定住房开发信贷政策。目前，住房需求主要以中小户型的普通住房和保

障性住房为主。因此，对普通住房特别是对中小型普通住房、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建设，则实行宽松的信

贷政策；紧缩高档住房、别墅类项目的开发贷款。
第三，调整住房消费金融政策，引导理性的住房消费，抑制投资性、投机性购房需求。对于购买别

墅、高档公寓、购买第二套及以上住房的购房者，提高其贷款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对于改善性住房需求

者、首次购买中小户型普通住房以及保障性住房的购房者，继续实行２０％的贷款首付和优惠贷款利率

政策。同时，应放开住房分积金用于租房的限制，将租房消费纳入住房公积金支出范围，以提高中低收

入家庭和“夹心层”的租房消费能力，合理引导居民的住房消费理念。此外，通过征收房产税、土地增值

税等税收抑制投资性、投机性住房需求，还住房“居住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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