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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07年房地产市场经过了前一阶段的调控压抑后，需求短时间内爆发，成交势头迅速回转

变热。然而，2008年初以来，全国市场骤然滑入低谷，直至2009年年初，被压抑了一年之久

的购房需求重新释放，引燃了2009年的楼市火爆。进入2009年以来，国家救市政策效果初显

，各城市的楼市成交逐步回升，减价优惠逐渐减少，提价现象屡见不鲜，到了5月份全国市场

出现了全面回暖态势，上海等城市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成交新高，全国房价也呈现普涨态势

。同时在经济逐步复苏，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投资客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推

动了高档住宅、别墅产品等投资性物业的热销。从2009年上半年的成交量来看，多数城市同

比大幅上升，合肥、海口与去年同期持平，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城市受全国市场低迷影响较小

，2008年下半年当地市场才逐步下行。尤其是5月份，全国市场成交高涨，相比2008年和2007

年的月均成交值来看，绝大部分城市的成交量都出现较大幅度的回升，说明市场已经全面回

暖。其中杭州、无锡、成都等城市当月成交量相比2007年月均成交量的增幅超过了100%。在

市场回暖的推动下，2009年成交屡攀新高，市场存量则不断下行。从2009年5月底商品住宅的

存量来看，在连续多月市场回暖、成交回升的情况下，除了长春由于当月供应大幅攀升使得

存量与上月基本持平外，其他多数城市的存量都不断减少。依照目前的成交走势，多数城市

的存量基本上在几个月内就能去化，若未来新增供应跟不上需求，有可能引起市场供不应求

的矛盾，价格有进一步上涨的可能。

       2009年以来商品住宅的价格也不断上升。深圳、广州等华南城市在年初率先出现了新一轮

涨价。到了4、5月份，这一轮涨价风潮席卷到全国各地，多数城市的项目出现普涨现象。尤

其是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项目价格的涨幅较大。二三线城市的价格表现则较为多样化，

长春、大连、常州等城市房价较为稳定；重庆、成都、苏州、宁波等城市的房价微涨；而西

安、济南等个别城市还有部分楼盘价格出现小幅下调的现象。从项目来看，随着市场回暖，

全国各地的项目借势涨价，与最低点相比，涨价幅度在5-25%之间，个别楼盘涨价幅度达

到40%左右。多数楼盘在2008年下半年、2009年初达到了项目价格的最低点。这些楼盘在2008

年市场低迷时进行降价销售且降幅较大，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当市场回暖时，开发商重

新提价，项目销售价格逐步回涨，但仍获得了客户的认可，销售业绩不俗。

       2009年房地产行业集中度加强，业绩稳定增长。2009 年上半年房地产销售火爆，销售面积

及销售额同比增长31.7%和53%，已经超过2007 年的历史最高点，销售均价也连续上升。进入

到7 月份，环比开始下降，主要是受开发商新开工面积不足和捂盘的影响，从主要大中城市

来看，房地产市场的存量房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开发商已经完成了去库存化的过程。2009 年

上半年房地产行业净利润增长9.58%，沪深两市109 家房地产上市公司(剔除全部ST公司，下



同)200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41.09 亿元，比2008年中期的845.57 亿元的营业收入增长11.3%;

实现营业利润205.7亿元，净利润 135.1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35%和9.58%。整个房地产行业

的集中度又有提高，资金和资源大幅的流入行业前列的公司。109家房地产上市公司整体营业

收入941 亿元，净利润135 亿元，货币资金1503 亿元，存货4704 亿元，预收帐款1332 亿元;而市

值前30 位的上市公司分别占到了上述各项指标的68.62%、78.49%、75.38%、73.42%和76.95%。

       本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

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北京市统

计局、上海市统计局、深圳市统计局、中国指数研究院、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房地产行

业协会、北京房地产学会、国民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中国房地产年鉴》、国内外相关报刊

杂志的基础信息，结合深入的市场调查资料，全面分析了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宏观形势、

行业总体水平、市场供求现状、市场结构特征。报告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主要城市

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和消费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并对全国和各地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前景、趋势做出推测并提出了可操性投资建议，是房地产业及相关单位准确了解当前我国房

地产行业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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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8-2009年经营状况

四、2009-2012年发展战略

第六节 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08-2009年经营状况

四、2009-2012年发展战略

第七节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08-2009年经营状况

四、2009-2012年发展战略

第八节 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08-2009年经营状况

四、2009-2012年发展战略

第九节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08-2009年经营状况

四、2009-2012年发展战略

第十节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08-2009年经营状况

四、2009-2012年发展战略

第三部分 行业前景预测

第九章 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分析

一、全国房地产市场总体形势

二、全国一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形势

三、我国房地产主要区域市场形势

四、2009-2012年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

第二节 房地产业发展趋势与预测

一、我国房地产发展前景

二、我国房地产市场未来趋势的判断

三、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预测

四、2009-2012年我国房地产市场预测

第三节 2009-2012年房地产市场趋势分析

一、2008-2009年房地产市场趋势总结

二、2009-2012年房地产发展趋势分析

三、2009-2012年房地产市场发展空间

四、2009-2012年房地产产业政策趋向

五、2009-2012年房地产价格走势分析

第十章 未来房地产行业发展预测

第一节 2009-2012年全国房地产市场预测

一、2009-2012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结构预测

二、2009-2012年全国房地产市场需求前景

三、2009-2012年全国房地产市场价格预测

第二节 2009-2012年房地产市场预测



一、2009-2012年房地产市场结构预测

二、2009-2012年房地产市场需求前景

三、2009-2012年房地产市场价格预测

四、2009-2012年房地产行业集中度预测

第四部分 投资战略研究

第十一章 中国房地产行业投融资与并购分析

第一节 中国房地产行业投融资与并购背景分析

一、房地产市场进入退出门槛分析

二、宏观政策规范完善房地产市场

三、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情况分析

四、二三线城市房地产的需求分析

第二节 中国房地产行业投融资与并购现状分析

一、金融与房地产结合发展模式

二、房地产投资情况分析

三、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特征

四、外资关注重点

第三节 中国房地产行业投融资与并购趋势分析

一、宏观调控对房地产市场影响趋势

二、海外房地产投资基金市场影响力趋势

第四节 中国房地产行业投融资与并购案例比较

一、业外资本投融资与并购案例分析

二、国际资本投融资与并购案例分析

三、业内企业投融资与并购案例分析

第十二章 房地产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08年房地产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08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08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08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08年分行业投资分析

五、2008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六、2008年外商投资情况

第二节 2009年上半年房地产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09年上半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09年上半年投资规模情况

三、2009年上半年投资增速情况

四、2009年上半年分行业投资分析

五、2009年上半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六、2009年上半年外商投资情况

第十三章 房地产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 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2008-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二、2009-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三、2009-2012年投资趋势及其影响预测

第二节 政策法规环境分析

一、2009年房地产行业政策环境

二、2009年国内宏观政策对其影响

三、2009年行业产业政策对其影响

第三节 社会发展环境分析

一、国内社会环境发展现状

二、2009年社会环境发展分析

三、2009-2012年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十四章 房地产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

第一节 房地产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一、2008-2009年房地产行业投资状况分析

二、2009-2012年房地产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三、2009-2012年房地产行业投资趋势预测

四、2009-2012年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方向

五、2009-2012年房地产行业投资的建议

六、新进入者应注意的障碍因素分析

第二节 影响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2009-2012年影响房地产行业运行的有利因素分析

二、2009-2012年影响房地产行业运行的稳定因素分析

三、2009-2012年影响房地产行业运行的不利因素分析

四、2009-2012年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五、2009-2012年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分析

第三节 房地产行业投资风险及控制策略分析

一、2009-2012年房地产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2009-2012年房地产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2009-2012年房地产行业经营风险及控制策略

四、2009-2012年房地产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2009-2012年房地产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第十五章 房地产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 房地产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对房地产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房地产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房地产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房地产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房地产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 房地产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一、2009年房地产行业投资战略

二、2009年房地产行业投资战略

三、2009-2012年房地产行业投资战略

四、2009-2012年细分行业投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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