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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保障性住房是与商品性住房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一般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

租赁住房构成。我国大力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随着2011年1000万套保障房任务即将收官，北京、上海等地于2011年12

月密集出台保障房管理新政，瞄准保障房资格造假、骗购骗租分配乱象重拳出击。

       中国产业信息网的《2012-2016年中国保障房市场深度评估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共八章。

首先介绍了保障房相关概述、中国保障房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保障房市场发展

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保障房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保障房重点企业

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保障房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保障房产业有个

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保障房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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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保障房基础分析

第一节 基本概述 

一、国际惯例 

二、我国定义 

第二节 主要分类 

一、经济适用房 

二、廉租房 

三、公共租赁房 

四、定向安置房 

五、两限商品房 

第三节 推动情况 

一、中央启动 

二、十一五时期 

三、十二五时期 

第二章 国外保障房开发主流模式介绍 

第一节 各国保障房开发先进经验 



一、美国 

二、新加坡 

三、日本 

四、德国 

五、香港 

第二节 国外保障房典型融资模式 

第三章 世界住房政策及其演进分析 

第一节 国际住房政策及其演进 

一、住房问题 

二、住房政策 

三、保障住房建设的趋势 

四、住房政策与房价 

五、国际主要国家保障住房情况 

第二节 中国住房政策趋势及保障性住房的影响 

一、国际保障住房供给对房价影响总结 

二、中国住房政策变迁及当前的住房供应体系 

三、中国住房政策演进趋势 

四、保障性住房政策对住房价格的影响 

第四章 世界主要国家住房政策及其演进分析 

第一节 英国的住房政策及其演进 

一、当前英国的住房供应体系 

二、英国住房政策的历史演进 

三、英国政府建房量逐步下降，英国房价越来越脱离控制 

第二节 美国的住房政策及其演进 

一、美国的住房供应体系和住房金融体系 

二、美国如何实现住房政策目标 

第三节 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及其演进 

一、新加坡的住房供应体系 

二、&ldquo;居者有其屋&rdquo;计划和中央公积金制度 

三、新加坡住房政策的演进 

四、新加坡政府建房量占比90%，房价得到控制 

第四节 日本的住房政策及其演进 



一、当前日本的住房供应体系 

二、日本住房政策的演进 

三、日本保障住房与房价 

第五章 中国保障房开发模式分析 

第一节 当前中国保障房主要建设模式 

一、政府直接建设模式 

二、政企共建模式 

三、企业自建模式 

第二节 当前中国保障房当前典型融资模式 

一、银政合作模式 

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模式 

三、BT融资模式 

四、保险资金模式 

五、专项基金 

第三节 各地保障房建设先进做法 

一、上海 

二、南京 

三、天津 

四、北京 

五、江西 

六、辽宁 

七、哈尔滨 

八、陕西 

九、重庆 

第六章 保障住房发展意义与存在问题分析 

第一节 保障对象 

一、廉租房 

二、经济适用房 

三、公共租赁房 

第二节 2011年发展保障性住房的社会意义 

一、安居保障 

二、产业带动 



三、刺激消费 

第三节 2011年发展保障性住房的现实问题分析 

一、设计滞后 

二、质量隐患 

三、管理漏洞 

四、资金短板 

五、政策不周 

六、法制不全 

第七章 国内银行参与保障房建设情况 

第一节 国内银行参与保障房的规模 

一、总体规模 

二、各银行相关贷款发放 

第二节 国内银行参与保障房的典型方式介绍 

一、土地储备贷款 

二、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 

三、其他表外业务 

第三节 典型案例 

一、国家开发银行 

二、建设银行 

三、中德住房储蓄银行 

四、西安银行 

第八章 商业银行参与保障房建设的业务机会及风险提示 

第一节 商业银行参与保障房建设的业务机会 

一、各类保障房建设银行业务空间估算 

二、各类保障房建设银行业务特点分析 

三、各类保障房建设中的银行业务机会 

第二节 商业银行保障房开发贷款授信建议 

一、保障房建设目标区域选择 

二、保障房建设目标项目选择 

三、保障房建设目标客户选择 

第三节 保障房贷款业务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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