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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级城市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刘　 宁ꎬ徐　 娟

(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基于面板数据分析方法ꎬ将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分为人口、经济、政策和房

地产市场 ４ 个方面ꎬ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 软件研究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与房价之间的关

系ꎮ 结果表明:房地产价格滞后一期、人均 ＧＤＰ、房屋竣工面积和人口流动率与房

价是显著相关的ꎬ并且对房价的影响程度依次减弱ꎬ而土地供给量和房地产投资额

滞后一期对房价的影响并不显著ꎮ 通过分析发现ꎬ房价水平不同的区域的房地产

价格影响因素对房价影响的显著程度是不同的ꎬ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ꎮ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ꎻ影响因素ꎻ面板数据分析ꎻ区域性差异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３. ３　 　 　 文献标志码:Ａ

　 　 我国房地产业是各主要城市的支柱产

业ꎬ房地产价格作为监控房地产市场的重要

指标ꎬ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的ꎮ 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的调控是房地

产市场的核心问题ꎬ其合理发展对房地产市

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ꎮ 近两年ꎬ各地政府

实行严格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ꎬ房价涨幅

已经有所回落ꎬ但是ꎬ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１５
个副省级城市中仍有 ８ 个城市的商品房销售

价格呈上涨趋势ꎬ最高涨幅达到 １４. ０３％ ꎮ
目前ꎬ关于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侧重于对单一影响因素的研究ꎬ综合性

研究较少ꎮ Ｗａｌｋｓ[１] 对加拿大主要城市的房

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ꎬ通
过对数据以及建立的住宅商品房市场的价格

模型进行分析发现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

房地产价格有显著影响ꎮ Ｗｅｎｄｙ Ｎｙａｋａｂａｗｏ
等[２]经过研究发现ꎬ经济危机过后ꎬ美国房

地产业的重新振作带动了其他产业的恢复和

发展ꎬ从而使美国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ꎬ进而

也带动了人均收入的增加ꎮ 同时ꎬ人均收入

的增 加 也 会 促 进 房 价 的 上 涨ꎮ Ｂａｌａｚｓ
Ｅｇｅｒｔｉ[３]通过对东欧、中欧和 ＯＥＣＤ ３ 个组织

的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ꎬ中欧

和东欧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对房价的影

响比 ＯＥＣＤ 中发达国家的显著性更高ꎮ 陈

珂等[４] 收集了 １９９８—２０１５ 年深圳的 ＧＤＰ、
工资和房价的相关数据ꎬ建立三者之间的理

论传导模型ꎬ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ꎬ
ＧＤＰ、工资及房价之间的传导是一个动态的

作用 与 传 导 过 程ꎮ 赵 志 强 等[５] 收 集 了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我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直辖

市)的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ꎬ发
现我国的居民消费对房地产价格有显著影

响ꎮ 但是ꎬ由于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ꎬ不同

地区存在着一定差异ꎮ 陈国进等[６] 根据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年我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直辖

市)的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ꎬ通
过动态面板估计发现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

养比对我国房价都有显著影响ꎬ国家儿童数



４２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３ 卷

量降低而老年人口不断增加ꎬ会导致房价不

断上涨ꎮ 当我国处于人口老龄化初期时ꎬ子
女负担较轻ꎬ父母有额外的资金与子女共同

买房ꎬ从而使房价不断上涨ꎮ 当老龄化严重

时ꎬ子女的负担过重ꎬ老人会将部分房屋卖出

以保证自己的生活ꎬ从而导致房价不断下降ꎮ
王春艳等[７] 对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年广东省各地级

市的人口迁移指标进行了分析ꎬ运用空间计

量方法分析发现ꎬ随着迁移人口的增多ꎬ房子

作为迁移人口生活的刚需ꎬ必然会导致房地

产价格的上涨ꎮ 黄居林[８] 对我国房价与地

价的关系进行了分析ꎬ发现房价对地价的影

响比地价对房价的影响更加显著ꎮ
综上所述ꎬ国内学者对房地产价格影响

因素与房价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ꎬ将房

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分为经济、社会、政策和

市场 ４ 个方面ꎮ 虽然国内学者对房地产价格

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ꎬ但大部分是针对某一

个城市或全国城市进行研究ꎬ并且影响因素

的选择过于单一ꎮ 笔者通过建立面板数据ꎬ
分析了 １５ 个副省级城市整体以及不同区域

的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与房价之间的关系ꎬ
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ꎮ

一、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分

析

１.模型的理论构建

面板数据是由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

共同组成的ꎬ所以ꎬ面板数据有两个维度ꎮ 面

板数据分析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的确定和面板数据影响形式的

确定ꎮ 单位根检验是为了防止面板数据存在

伪回归问题ꎬ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其

平稳性进行检验ꎬ以保证最终检验结果的可

用性ꎮ 单位根检验方法选择了相同根单位根

的 ＬＬＣ 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的 ＡＤＦ 和 ＰＰ
检验ꎮ 如果经过单位根检验发现变量之间是

同阶单整的ꎬ那么就可以进行协整检验ꎬ协整

检验是考察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方法ꎬ利
用 Ｋａｏ 检验进行协整分析ꎮ 面板数据模型

包括 ３ 种形式: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不

变系数模型ꎬ用 Ｆ 检验来确定模型属于哪一

种模型ꎬ以避免回归模型出现偏差ꎮ 面板数

据模型的影响形式分为固定影响和随机影

响ꎬ一般采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来判定ꎮ 变截距

模型的统计量 Ｆ１ 和不变系数模型的统计量

Ｆ２ 表示为

Ｆ１ ＝
(Ｓ２ － Ｓ１) / {(Ｎ － １)(Ｋ ＋ １)}

Ｓ１ / {ＮＴ － Ｎ(Ｋ ＋ １)} (１)

Ｆ２ ＝
(Ｓ３ － Ｓ１) / {(Ｎ － １)Ｋ}
Ｓ１ / {ＮＴ － Ｎ(Ｋ ＋ １)} (２)

式中:Ｓ１ 为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ꎻＳ２ 为

变截距模型的残差平方和ꎻＳ３ 为不变系数模

型的残差平方和ꎻＫ 为解释变量个数ꎻＮ 为截

面个数ꎻＴ 为每个截面观测时期的总数ꎮ
经过 Ｆ 统计量的计算ꎬ进行判别:如果

Ｆ２ < Ｆα２ꎬ则建立不变系数模型ꎬ否则继续检

验ꎻ如果 Ｆ１ < Ｆα１ꎬ则建立变截距模型ꎬ否则

建立变系数模型ꎮ Ｆα１、Ｆα２ 为 Ｆ 分布在 α 显

著水平下所对应的值ꎮ
２.指标与样本数据选择

(１)指标的选择

在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中ꎬ对人口变量、
经济变量、政策变量和市场变量 ４ 个方面进

行分析ꎬ具体选取的变量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各变量的名称、符号及单位

变量 名称 符号 单位

被解释变量 房价水平 Ｐ 元 / ｍ２

人口变量 人口流动率 Ｘ１ ％
经济变量 人均 ＧＤＰ Ｘ２ 元

政策变量 土地供给量 Ｘ３ ｈｍ２

房地产价格滞后一期 Ｘ４ 元 / ｍ２

市场变量 房地产投资额滞后一期 Ｘ５ 亿元

房屋竣工面积 Ｘ６ ｈｍ２

　 　 在变量的选取上ꎬ对于解释变量ꎬ笔者选

取了人口、经济、政策和市场 ４ 个方面的代表

指标ꎮ 通过文献阅读以及数据分析等方法ꎬ
对房价有显著影响的指标进行具体分析ꎮ 在

人口因素中ꎬ选取了人口流动率ꎬ即对人口的

迁移状况进行分析ꎻ在经济因素中ꎬ选取了人

均 ＧＤＰꎬ人均 ＧＤＰ 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

一个标准ꎻ在政策因素中ꎬ选取了土地供给量

作为土地政策指标ꎻ在房地产市场因素中ꎬ选
取了房地产价格滞后一期、房地产投资额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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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期和房屋竣工面积ꎮ 房价水平是以各个

城市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来衡量的ꎻ人口

流动率的计算式为:(年末人口数 － 上年年

末人口数 －上年年末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

率) /年末人口数ꎬ式中人口数均指常住人

口[９]ꎻ人均 ＧＤＰ 是各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与

年末总人口数的比值ꎻ土地供给量、房地产投

资额滞后一期和房屋竣工面积等数据是由国

家数据以及各城市统计公报整理得到的ꎮ
(２)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为我国 １５ 个副省级城市ꎬ包括

广州、杭州、武汉、哈尔滨、沈阳、成都、济南、
南京、西安、长春、大连、青岛、深圳、厦门、宁
波ꎮ 目前ꎬ我国房地产业存在发展不平衡的

问题(见图 １)ꎮ ２０１９ 年ꎬ商品房销售价格存

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ꎬ根据 ２０１９ 年的商品房

销售价格ꎬ将 １５ 个副省级城市进行区域划

分[１０]ꎬ分为高房价水平、中房价水平和低房

价水平 ３ 个区域ꎮ 高房价区域代表城市:深
圳、杭州、南京、厦门、广州ꎻ中房价区域代表城

市:宁波、武汉、青岛、济南、大连ꎻ低房价区域

代表城市:西安、成都、哈尔滨、沈阳、长春ꎮ 笔

者对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 １５ 个副省级城市的房地

产价格、人口流动率、人均 ＧＤＰ、土地供给量、
房地产投资额滞后一期、房屋竣工面积的面板

数据进行收集分析ꎮ 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

计局和各个城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ꎮ

图 １　 ２０１９ 年副省级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以及

近 ５ 年房价增长率均值　 　 　 　 　

二、房价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１.单位根检验

笔者对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我国 １５ 个副省级

城市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收集ꎬ单位根检验

方法选择了 ＬＬＣ 检验、ＡＤＦ 检验和 ＰＰ 检

验ꎮ 同时ꎬ对人均 ＧＤＰ、土地供给量、房地产

价格滞后一期、房地产投资额滞后一期、房屋

竣工面积等变量数据取对数ꎬ由于人口流动

率是比率性指标ꎬ且存在负值ꎬ所以不对其取

对数ꎮ
通过对副省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

验结果进行分析ꎬ发现该面板数据是平稳的ꎬ
且各个变量都是二阶序列ꎬ通过了检验ꎬ所以

各个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ꎮ
２.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使用 Ｋａｏ 检验进行分析ꎬ分析

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副省级城市的 Ｋａｏ 检验

检验 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ＡＤＦ － ４. ３９９ ０７５ ２ ０. ０００ ０

　 　 Ｋａｏ 检验的结果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 ０ꎬ所以拒

绝原假设ꎬ不存在协整关系ꎬ即各解释变量与

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ꎮ
３.面板数据模型的确定

首先ꎬ通过计算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

和 Ｓ１、变截距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Ｓ２ 和不变系

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Ｓ３ꎬ然后ꎬ根据式(１)、
式(２)计算出 Ｆ１、Ｆ２ 的值ꎬ在 ５％的水平下查

找 Ｆ 分布所对应的 Ｆ 值ꎬ最后ꎬ根据上述判

定标准对模型形式进行判定ꎮ 计算结果和判

定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副省级城市的模型形式的确定

Ｓ１ Ｓ２ Ｓ３ Ｆ１ Ｆα １ Ｆ２ Ｆα ２

０. ０８ ０. ８３ ０. ９１ １. ４１ ２. １２ １. ８４ ２. １３

　 　 结果表明 Ｆ２ < Ｆα２ꎬ不拒绝假设ꎬ应该建

立不变系数模型ꎮ
４.区域模型的检验

(１)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笔者将高房价区域、中房价区域和低房价

区域的数据序列进行 ＬＬＣ、ＡＤＦ 和 ＰＰ 检验ꎬ
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ꎬ因此ꎬ各解释

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ꎮ
(２)确定面板数据模型的影响形式

笔者分别对高房价、中房价和低房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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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与房价的关系进行

分析ꎬ根据上述判定标准对模型的形式进行

判定ꎮ 根据检验结果及判别标准可知ꎬ高房

价区域和低房价区域的面板数据为不变系数

模型ꎬ中房价区域的面板数据为变截距模型ꎮ

５.检验结果与分析

１５ 个副省级城市总体的房地产价格影

响因素与房价之间的关系的回归结果ꎬ以及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各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划分的

３ 个区域的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副省级城市的回归结果汇总

解释变量 总体 高房价区域 中房价区域 低房价区域

Ｘ１
０. ０１１ ９∗∗∗

(４ １５０ ３)
０ ０４７ １∗∗∗

(３ ６３３ ９)
０ ０２９ ４∗∗∗

(５ ７８５ ６)
０ ０１０ ６∗∗∗

(５ １２３ ９)

Ｘ２
０ ０５８ ９∗∗∗

(２ ９００ ３)
０ ２１４ ３∗∗∗

(４ １２４ ７)
０ ５５０ ７∗∗∗

(６ ６３５ ７)
—

Ｘ３ —
０ ０６４ ５∗∗
(１ ９５０ ４)

—
－０ ０２１ ３∗∗
( －１ ８０８ １)

Ｘ４
０ ９４２ ７∗∗∗

(３８ ９８９ ３)
０ ６９７ １∗∗∗

(９ ０２４ ４)
０ ６９７ ３∗∗∗

(７ １４０ ９)
０ ９７６ ５∗∗∗

(２０ ９１４ ０)

Ｘ５ — — －０ １２３ ４∗∗∗

( － ８ ０４７ ０)
—

Ｘ６
－ ０ ０２０ ６∗∗∗

( － ２ ６４１ ２)
－ ０ ０５２ ７∗∗∗

( － ２ ０４９ ８)
— —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９３ ３ ０ ９６２ ０ ０ ９６７ ４ ０ ８７３ ６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９３ ０ ０ ９５６ ４ ０ ９５６ １ ０ ８５５ ０

ＤＷ ２ ０４１ ０ ２ １０４ ７ １ ８２８ ８ １ ８９２ ６
Ｐｒｏｂ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注:∗、∗∗、∗∗∗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ꎮ

　 　 (１)总体分析

总体的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好ꎬＲ 值为

０. ９９３ ３ꎬ调整后 Ｒ２ 值为 ０. ９９３ ０ꎮ １５ 个副省

级城市的整体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人口流动

率、人均 ＧＤＰ 和房地产价格滞后一期与房价

显著正相关ꎬ房屋竣工面积与房价显著负相

关ꎬ而土地供给量和房地产投资额滞后一期

和对房价的影响不显著ꎮ
在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中ꎬ房地产价格

滞后一期对房价的影响程度最大ꎬ房地产价

格滞后一期每上升 １％ ꎬ房价上涨０. ９４２ ７％ ꎬ
即购房者根据上期房价对未来房价进行预

测ꎬ影响其对商品房的需求量ꎬ进而对房价产

生影响ꎬ房价本身具有自我促进的作用ꎮ 人

均 ＧＤＰ 对房价的影响较大ꎬ人均 ＧＤＰ 每上

升 １％ ꎬ房价上涨 ０. ０５８ ９％ ꎮ 房屋竣工面积

和人口流动率对房价影响程度较小ꎬ对房价

的促进效用分别只有 ０. ０２０ ６％和 ０. ０１１ ９％ ꎮ
(２)不同区域分析

通过对 ３ 个区域的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

对房价的影响分析发现ꎬ不同区域的房地产

价格影响因素对房价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ꎮ

①高房价区域ꎮ 高房价区域的人口流动

率、人均 ＧＤＰ、土地供给量、房地产价格滞后

一期以及房屋竣工面积对房价有显著影响ꎬ
其中ꎬ人口流动率、人均 ＧＤＰ、土地供给量、
房地产价格滞后一期与房价正相关ꎬ房屋竣

工面积与房价负相关ꎮ 房地产价格滞后一期

对房 价 的 影 响 程 度 最 大ꎬ 促 进 效 应 为

０. ６９７ １％ ꎻ人均 ＧＤＰ 对房价的影响程度也

较大ꎬ促进效应为 ０. ２１７ ３％ ꎻ土地供给量和

房屋竣工面积对房价的影响程度较小ꎻ人口

流动率对房价的影响最小ꎮ 总体来看ꎬ回归

方程的拟合度较好ꎬＲ 值达到 ０. ９６２ ０ꎬＲ２ 值

为 ０. ９５６ ４ꎮ
②中房价区域ꎮ 中房价区域的人口流动

率、人均 ＧＤＰ、房地产价格滞后一期对房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房地产投资额滞后一期

与房价负相关ꎮ 房地产价格滞后一期对房价

的影响最大ꎬ促进效应为 ０. ６９７ ３％ ꎻ人均

ＧＤＰ 对房价的影响也较大ꎬ 促进效应为

０. ５５０ ７％ ꎻ房地产投资额滞后一期和人口流

动率对房价的影响较小ꎮ 总体来看ꎬ回归方

程的拟合度较好ꎬＲ 值达到 ０. ９６７ ４ꎬＲ２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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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９５６ １ꎮ
③低房价区域ꎮ 低房价区域的人口流动

率、土地供给量和房地产价格滞后一期对房

地产价格影响的显著性很高ꎬ其中ꎬ人口流动

率和房地产价格滞后一期与房价正相关ꎬ土
地供给量与房价负相关ꎮ 房地产价格滞后一

期、土地供给量、人口流动率 ３ 个显著影响因

素对房价影响程度依次减弱ꎮ 总体来看ꎬ回
归方程的拟合度较好ꎬＲ 值达到０. ８７３ ６ꎬＲ２

值为 ０. ８５５ ０ꎮ
人口流动率和房地产价格滞后一期对 ３

个区域的房价都有影响ꎬ房地产价格滞后一

期对房价的影响程度最大ꎬ而人口流动率对

房价的影响程度较小ꎮ 人口流动率对 ３ 个区

域的房价影响程度是依次减弱的ꎬ由于高房

价区域经济比较发达ꎬ大量人口会从经济不

发达区域涌入经济发展较快的高房价区域ꎬ
高房价区域人口增多ꎬ必然会增加对房地产

市场的需求ꎬ进而导致房价上涨ꎻ人均 ＧＤＰ
对中房价区域房价的正向影响高于高房价区

域ꎬ由于中房价区域的商品房价格相较于高

房价区域低ꎬ所以当人均 ＧＤＰ 增加时ꎬ人们

为了改善需求会增加对房地产的投资ꎬ进而

使房价上涨ꎻ土地供给量对高房价区域的影

响要高于低房价区域ꎬ由于高房价区域的商

品房增值空间较大ꎬ是投机者投资热点区域ꎬ
所以当土地供给量增加时ꎬ房地产开发商会

增加房地产的投资ꎬ炒房行为使房价上涨ꎻ房
地产价格滞后一期对 ３ 个区域的房价影响是

依次加强的ꎻ随着房地产投资额滞后一期的

提高和房屋竣工面积的增加ꎬ房地产供给量

增多ꎬ导致房价降低ꎮ

三、结论与建议

１.结　 论

通过对 １５ 个副省级城市的整体分析ꎬ人
口流动率、人均 ＧＤＰ 和房地产价格滞后一期

与房价显著正相关ꎬ房屋竣工面积与房价显

著负相关ꎬ而土地供给量和房地产投资额滞

后一期和对房价的影响并不显著ꎮ 由于副省

级城市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ꎬ随着人口流

动率的增加ꎬ城市住房的刚性需求也会增加ꎬ
而随着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增加ꎬ房价会不断

上涨ꎮ 人均 ＧＤＰ 和房地产价格滞后一期的

提高ꎬ会对商品房的需求产生影响ꎬ进而间接

影响房地产价格ꎮ 房屋竣工面积会对房地产

市场供给产生影响ꎬ进而影响房地产价格ꎮ
笔者针对 ３ 个区域的分析结果发现ꎬ不

同区域的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对房价的影响

程度是不同的ꎬ甚至ꎬ同一影响因素在不同区

域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显著性都是不同的ꎮ
２.建　 议

(１)实行合理的人口政策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ꎬ人口流动率对房价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ꎬ所以政府应该实行人口

政策ꎬ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以及人口流动

情况ꎮ 对于高房价区域ꎬ应该实施严格的人

口流动政策ꎬ针对流动人口制定相应的住房

政策ꎬ使流动人口住有所居ꎬ但也要控制流动

人口数量ꎬ保证人口数量在合理范围内ꎻ对于

中、低房价区域ꎬ既要保证人口数量的合理

性ꎬ又要促进人口的流动性ꎬ以推动当地房地

产业的发展ꎮ
(２)抑制投机行为

随着经济的发展ꎬ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ꎬ会将多余的资金用于投资ꎮ 房地产既是

消费品也是投资品ꎬ如今ꎬ人们收入水平越来

越高ꎬ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业ꎬ大量

房地产投机行为的出现会导致房价不断上

涨ꎮ 对于投资需求较大的高房价区域ꎬ政府

应加强宏观调控ꎬ通过调节贷款利率和税收

政策来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ꎮ 中房价

区域目前也有较大的投机机会ꎬ因此ꎬ当地政

府也需要加强政策调控ꎬ通过对土地政策进

行调整来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ꎮ 低房

价区域目前应实施一些优惠政策ꎬ刺激房地

产市场的投资ꎬ促进低房价区域房地产的健

康发展ꎮ
(３)健全房地产市场体系

首先ꎬ应建立健全的房地产价格监控体

系ꎬ对于房地产价格应进行动态的监测与研

判ꎬ并及时向社会发布房价的监测情况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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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ꎬ应加强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侧改革ꎬ供需不

平衡是导致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ꎬ由于高房

价区域的投机需求和刚性需求较大ꎬ政府应

增加供给渠道ꎬ减少因供不应求而导致房价

上涨的问题发生ꎬ而对于中、低房价区域ꎬ通
过加强商品房去库存政策来加快商品房的销

售ꎬ提高房屋的建筑质量以及周边配套设施

的质量ꎬ完善中小城市的资源配置ꎬ充分发挥

供给端对消费者的吸引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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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ｐｒｉ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ｐｒｉｃｅ ｂ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ｐｒｉｃｅꎻ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ꎻ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ꎻ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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