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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国居民而言，住房是最大的一项资产。房产和其他

所有资产一样，会经历起起落落。当“房住不炒”政策遇到经济下行

周期时，我们该怎么办？REITs 或许是一个投资选项。而对于不动产

如何能够伴随居民走向共同富裕，本文也给出了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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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居民家庭资产以住房为主 

中国人将生活概括为“衣食住行”，“住”的基本载体即为

“房”。无论贫富，自古以来，中国人都习惯将“房产”与“家庭”

做概念上的联结，并将对归属感的追求转译作置业的行动。这种根

植于传统文化中的置业思想流传于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家庭

资产的配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2020 年发布的《2019 年中国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

住房拥有率为 96％，这一数据远高于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整体住

房拥有率为 64.7％。中国城镇居民拥有房产的比例更高，房产在中

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中的位置也尤为重要。在居民家庭资产中，房

产是组成最多的资产类型，占比七成，而金融资产只占两成。 

而更为鲜明的对比是，就低收入人群而言，中国收入最低 20％

的家庭住房拥有率高达 89.1％，而同一数据在美国仅为 32.9％。此

差异一方面与我国 1994 年的房改有关联。在当时，房龄与工龄等因

素都参与购房折扣计算，无论家庭收入高低都可负担购房支出，许

多家庭购置公房并保留下来，成为当前住房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大部分父母会为孩子购房时准备首

付甚至月供，收入较低的人也可能是购房人群。 

中国家庭的住房拥有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在当前共同富裕的原

则下，建立我国居民对房地产和地产相关金融资产的科学认知和风

险意识，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特别是，在当前“房住不炒”的房

地产行业重要转型阶段，传统房地产投资的模式和市场预期显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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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如何更新投资理念，理性选择有效的产品，也成为亟须普及的

重要题目。 

（一）住房作为实物资产的金融属性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动产（Real Estate）是由土地和附着在土

地上面的结构共同组成的一种实物资产，我们最熟悉的住宅是其中

一种非常重要的用途，其他常见的用途有零售、办公、工业，等等。

对于住所的需求是所有社会人都必须面对的基础需求，住宅类型的

房屋，其被明确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居住。如果抛开居住属性，住

房也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其本质意义。 

住房的投资属性。相对其他消费品而言，住房是一件耐用品

（Durable Goods），因而也具有一些除了消费外的其他属性，比如

投资。房子既是基本的消费品也是重要的投资品，正是因为其价值

不会因为居住而迅速损耗，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简称 QJE）

2019 年收录的一篇文章计算了 2015 年底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

美国五个发达国家的可投资的资产分布：社会总财富的 25.8％是股

票，房产以 20％的份额紧随其后，而债券和存款都在 10％左右（其

中英国的房产份额 27.5％大于股票的 24.7％位列第一）。如果只考

虑居民财富，房产占比更高，欧洲国家 60％～80％，美国稍低，约

45％。 

作为全球除股票以外最重要的可投资资产，房产的投资回报如

何呢？上述文章也做了详细的研究：在 1870-2015 年的 140 年间，房



 

3 

产的实际回报 7.06％，位列第一（高于股票的 6.88％）；而风险除

现金外最低（拥有低于股票和债券的 9.93 的标准差）。 

此外，房产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良好的抗通胀性，

房产与物价水平在历史上保持着非常高的相关性，这也是房产的风

险低于债券的主要原因。 

（二）租房还是买房，这是一个选择 

购置房产从金融上会带来两部分的收益：一部分是租金，另一

部分是随着本地房价的上涨带来的资本升值。可以简单地把这两部

分类比为股息分红和股价波动，前一部分是稳定为正，后一部分则

取决于大盘，也就是本地的房价指数变动。可能有些人会问，如果

房主本人居住，并没有获得租金呢？答案是，如果他不买这个房子

一样需要付出租金，从经济学机会成本的角度考量，这部分少付的

租金等同于这个房子带来的收入。 

文献中有刻画居民买房还是租房的经济学模型，在市场均衡的

条件下，拥有一处房产的成本应该等同于租金，这里的成本包含了

房地产税、物业费、维修费、折旧以及买房的房款的机会成本——

无风险利率（如果使用了房贷，成本需要加入房贷利率）。考虑到

对于房产增值的预期资本利得，一年的持有成本应当等于一年的租

金加一年的房价预期增长。如果租金相较房价过低，在住房供给不

变的情况下，更多的人会选择租房，买房需求下降，那么房价会下

降，再次达到均衡，反之亦然。在这个模型下有一个很有趣的推论，

那就是如果大部分国家的实际持有成本区别不大，那么房价租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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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与对于当地房价上涨的预期正相关。根据 Numbeo 网站的数

据，纽约房价租金比为 21，东京 39，而深圳 95 列全球第一，也即排

除掉深圳暂时没有房地产税、无风险利率高等因素，深圳居民应当

保持对房价增速有非常高的预期。若非如此，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租

房应当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房价租金比如此高，依然有非

常多的人选择买房呢？首先，住房与除居住本身以外的其他权利或

资源绑定。例如教育资源，教育与居住街区挂钩并不是中国特有的

现象，但不同的是，许多国家租房一样可以享受附近的教育资源，

只需要提供水电账单就可以正常入学。在中国，由于房本和学校门

票挂钩，如果无法实现租售同权，为什么更多人选择购房也就很好

理解了。其次，居民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居民缺乏除了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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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一个相当长的经济发展周期，剔除通货膨胀后的房价平

均每年产生 1％左右的实际增长，并伴随着周期性波动。房价的迅速

上升会伴随着回落，而价格的迅速下降也伴随着回升。这种周期具

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受背后的供需平衡调整影响，也与房地产泡沫

相关——房地产泡沫会频发于众多经济体，虽然发生具有偶然性，

但是从泡沫破裂到恢复，再到泡沫产生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对应

到中国，自房改以来，中国房产及土地价格经历了接近 30 年的持续

上涨，至 2021 年开始进入相对下行的周期。长期来看，目前的下行

周期并没有偏离经济规律，房价并不会无限制地上涨，也不会无底

线地下跌，决定性因素仍是居民对于住房的需求。房产投资需要建

立在有基本的居住需求的基础上，再考虑资产是否保值。 

在了解周期性规律的基础上具体分析，本次房地产市场的下行

由供给端调整开始，包括对房企降杠杆、银行降房贷比例、土地拍

卖增加资金监管等在内的数条政策同时实施，并多家房企内部风险

管理疏漏，致使部分大型房企面临债务违约等现金流问题。这类问

题一方面促使房企去库存、降价销售，另一方面使土拍市场热度降

低，土地价格增速放缓，流拍增加。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如果短期

不考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上述事件主要指向供给端的价格调整，

对需求影响不大，交易量应该会上升，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2021 年开始，房屋交易量大幅下降，部分城市房价下跌明显，究其

原因，正是预期转低。如上文所述，中国居民对于中国房价上涨的

预期较高，足以支持 60 以上的房价租金比，如今房价的趋势不明朗，

许多买家，特别是以投资为主的购房者选择了观望。因此，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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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的角度，正视和理性评估房地产投资的收益及风险，正当

其时。 

（二）购买住房的风险 

价值波动风险。综合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长期房价的增长高

于通胀水平，但在短期内会有房价波动风险，房产的如下特征也会

放大此风险：首先，在投资房产时，由于房产的单价对于大部分中

国家庭都是一个较大的数额，所以购房家庭无法很好地分散风险。

另外，房价极大程度依赖于房产所在位置。不同城市间、同一城市

内不同区位的房价都会因地段和配套设施的区别而有不同的收益情

况和风险，购房者可能对区位异质性风险缺乏了解。 

流动性风险。绝大多数家庭在购房时选择使用住房抵押贷款的

方式购房，央行报告显示，城镇居民家庭负债 76％来自住房贷款，

有房贷家庭的月偿债收入比为 29％，刚需家庭这一数字为 33％，风

险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流动性风险一旦产生，由于异质性较高、交

易周期长等特质，房产本身又较难迅速转化为可用现金流。同时，

现阶段中国的抵押贷款均为浮动利率，居民须承担利率变动带来的

风险，浮动利率相对于固定利率，对于居民而言风险更高。 

政策风险。购房者也可能因为政策变动而面临风险。首先，学

区政策变动可能会影响学区房的价格。其次，房地产税政策落地可

能在短期会影响特定城市的房价。最后，限购、租售同权等其他政

策也可能会对房价带来影响。 

（三）“房住不炒”政策下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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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明确了政策对

于房地产市场的态度——对刚需购房者提供购房优惠，对于首套房

贷首付比例和利率的优惠；建立长效住房机制，增加长租房、保障

性租赁住房的供给，建立租售同权的机制。在这一政策条件下，居

民在考虑购房时应把居住作为首要目标。刚需人群应在考虑风险和

可负担程度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房产，并合理利用优惠政策的住

房抵押贷款进行购房。 

纵观我国居民住房发展历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39.8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

房建筑面积达到 48.9 平方米，已接近或赶超部分发达国家水平。而

这一数字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仅为 6.7 平方米和 8.1 平方米。

经过几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房地产业行业正在从增量开发时期转

变到存量管理时期，不动产相关的金融资产也在资产支持证券

（Asset-Backed Security，简称 AB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简称 REITs）等领域不断发展。

非刚需及改善型人群若以资产增值为目标，投资观念也应当进行更

新，与时俱进。 

三、个人投资者如何正确理解 REITs 

个人投资者如何在不直接参与购房、炒高房价的同时享受不动

产价值上升带来的财富增长？REITs 或将逐渐成为一项可行的替代工

具。REITs 发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现已在 50 多个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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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有一定市场规模。REITs 也是除股票、债券外的全球第三大金融

资产。 

为了更直观的理解 REITs，可以把 REITs 想象成一家公司，即

REITs 是房地产资产的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

简称 IPO），公司募集股东的资金，投资并持有经营一栋楼。这栋楼

可能是购物中心、写字楼或者租赁公寓，这栋楼所产生的租金就是

这家公司的现金流，这栋楼所有的管理费用是它的公司开支，整栋

楼的价值增长也是这家公司价值的增值。如果个人投资者购入该

REITs 的股份，那么他就拥有了这个楼的一小部分股权，这栋楼带来

的净收入的 90％以上会作为分红定期分配给投资者，随着房价上升，

这份股份价值也会更高。当然，上述只是一种简化的比喻。在不同

国家的实际操作中，REITs 有多种类型，除公司型外也可能是契约型，

比如中国现阶段的基础设施公募 REITs就是以公募基金为载体的契约

型 REITs，实际运作过程中底层资产和运营架构也更加复杂。 

自 2004 年提出发展 REITs 理念后，中国大陆市场曾探索过资产

ABS 形式的类 REITs，最终则于 2020 年落地基础设施公募 REITs，后

者属于权益型公募 REITs。ABS 资产证券化的本质是债，而权益型

REITs 是股，二者存在根本上的不同，但 ABS 形式的探索为之后

REITs 扩容到其他地产类别，最终落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其他国

家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公募 REITs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独特创新，即

以“公募基金＋ABS”作为主要形式——公募基金在现在的中国法律

框架下最适合作为 REITs载体，但是公募基金无法直接持有实体资产，

所以只能持有 ABS，通过 ABS 来对底层资产进行股权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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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阶段中国的公募 REITs 仍以探索基础设施 REITs 为主，没

有涉及国际主流的商业、办公、公寓等类型，但是许多在国际上表

现良好的分类，比如工业物流，数据中心等底层资产类型已经被包

括在试点范围内。前阶段证监会也发文称，将深入推进公募 REITs试

点，扩容至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募 REITs。 

（一）REITs 可以作为良好的投资选项 

从全球历史回报来看，REITs 的全球平均回报率达 11％以上，高

于标准普尔 500 的平均收益率，REITs 指数的波动也小于股票指数。 

REITs 继承了房产所具有的许多优点：首先，因为资产的强制派

息，REITs 能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凭借其底层资产对不动产的依附

性而具有良好的抗通胀性。其次，REITs 与股票，债券之间的相关度

不高（为 0.5-0.7之间），可以作为良好的资产配置分散风险。最后，

REITs 的杠杆率相对于股票较低，部分国家对于 REITs 的杠杆率限制

在 50％左右，美国等国家没有杠杆率的限制，但是实际负债率并不

高。 

此外，REITs 相比于直接投资房产也具有优势：首先，投资

REITs 的份额更小，居民可以拿出几百元参与 REITs 投资，而买房最

少也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投入。其次，REITs 的流动性强、透明度

高，REITs 可在证券市场进行交易，投资者在线上即可完成，同时配

有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且会分配绝大多数收益给投资者，运营透

明度高。另外，REITs 股债兼备，一方面 REITs 的份额是股权形式，

另一方面 REITs普遍有较高比例的强制派息要求，也即具有一定的债

券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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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 REITs 时需要注意的风险 

和其他投资相同，REITs 投资也有风险。首先，REITs 的价格是

由二级市场决定的，资产价格波动会大于房价。现阶段，中国个人

投资者对于 REITs 的了解有限，第一批 REITs 上市后市场反应火爆，

在限售份额解限之前，市场流通份额不大，许多 REITs价格短期波动

率较高。由于二级市场表现优异，在 2022 年 6 月首批战略投资者份

额解禁后有减持可能，股价存在波动风险。 

其次，REITs 的估值方法与上市公司不同，投资者相对不熟悉

REITs 自身的估值方法。与上市公司估值使用的市盈率（P／E）不同，

REITs 国际常用的方法是股价／每股净运营资金（P／FFO），净运营

资金（Funds From Operations，简称 FFO）是美国全美房地产投资

信托基金协会（NAREIT）协会倡导，其中 FFO扣除了净利润中的折旧

和摊销，更贴近实际发生的资金。在发行过程中，使用更多的是收

益法下的现金流折现法，这种方法需要对运营收入、管理费用、贴

现率、资本化率进行预测来对资产进行评估。投资者可能缺乏对于

上述预测的认知，无法了解 REITs 实际的风险。 

最后，REITs 并不是炒房的替代品。REITs 是一个高股息分配、

抵御通胀、有分散化价值的金融产品。REITs 本身持有的底层资产是

基础设施不动产（或未来保障性租赁住房），其特点是拥有稳定的

现金流，价格波动较住宅类不动产较低。投资者不应当把投资 REITs

类比于买住宅商品房。另外，由于底层资产的特殊性，投资者也应

当关注特定行业（如高速公路、产业园）或特定城市的风险。 

四、不动产如何伴随居民走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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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者陪伴市场成长 

中国房地产行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住房

作为居民最重要的消费，一直都在对经济循环做出重要的贡献。但

是，随着行业进入存量时代，传统的房企一家独大，通过开发贷短

期进行“拍地——开发——卖房”的循环不再成立，投资者也需要

伴随市场进行成长。例如新加坡凯德的经验，企业在轻资产管理模

式下，主要职责是管理运营，融资不再依靠银行贷款等债权端，转

向发行 REITs 等股权融资的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 REITs 继续给

市场注入活力伴随经济发展。 

（二）建立购房以外的住房机制 

结合证监会确立保障性租赁住房进入 REITs 试点范围，居民会

有购房外的更多选择，一方面可以选择租房的生活模式，另一方面

选择投资 REITs取代直接投资房产。建议政策加快落实租售同权相关

制度，使居民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背负高额房贷购房。 

（三）金融体系完善 

随着公募 REITs 落地，中国居民在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时增加了

这种介于股债之间，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选择。这同时也带来了机

遇，与 REITs 相关的许多金融体系可以完善，一方面使 REITs 能够



 

12 

Real Estate Funds，简称 PERE）股权类地产私募基金相结合，打造

新型房地产系统性金融体系。 

 

（作者：郭翔宇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创

新研究总监、高级研究专员，曲悦为清华五道口全球不动产金融论

坛副秘书长、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高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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