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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房地产业自从市场化以来一直处于非平稳的运行状态，并且有的时期波动还较大。
这种运行状况表明，我国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发展状况评判准确性不足，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效果不够理
想，尤其是政策的主动性和引导性不强。
而对房地产发展状况传统的评判方法，不管是预警系统评判法，还是泡沫测度法，都因为各自的局限
性而影响可操作性，其预警功能也有一定的滞后性。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轨迹与影响因素研究》利用合理增量与现实增量的对比分析，来评判房地产
业的发展状况。
针对房地产市场中的结构性问题，通过房地产增量的影响因素及其因子分析，进一步细化增量，为消
除房地产市场中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依据，提高房地产增量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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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的渊源可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
他在代表作《政治算术》中首次提出了产业间收入相对差异性规律，即配第定律。
受配第的启发，依据费希尔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法，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对产业结构理论作了
开拓性研究，他在1940年发表的《经济进步的诸条件》-书中，通过对40多个国家不同时期的三次产业
的劳动投入和总产出资料的整理与比较，指出随着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
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转移。
克拉克的经济发展阶段学说揭示出的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趋势，不仅能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得到证明，而且可以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同一时点的横断面比较中看到。
为了纪念两位经济学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人们将配第定律和克拉克的结论合称为配第一克拉克定律
。
　　在很长时期内，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被忽略了。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在竞争均衡的假设下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
的结果，即认为从长期来看，所有部门要素的收益率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资源配置可以达到帕累
托最优，要素在部门间的转移是不必要的。
事实上，竞争均衡只是经济学研究中的完美假定，经济现实中更多地存在着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
不同部门之间、同一部门内的不同企业之间生产效率的差别。
当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时，就会形成不同产业部门的此消彼长，并导致产业结构的
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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