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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详情见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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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上升
环比下降
环比持平

3、计算模型： 

         对于某城市的中估指数，采用计算当期的城市基价相对于基期基价的

涨跌幅，具体如下公式：

 

*式中        为本期的中估指数，       为计算当期的基价，       为基期的基价。Dn Pn P1

Dn =
Pn

P1

_+ 100

1、指数基期：

         2017年1月为基期，基期指数100点；

2、数据来源：

        中估数库的房地产价格数据库中的基准价格数据，基准价格是通过各

地估价师现场踏勘结合实际成交情况综合调研分析得到的存量住宅价格，

而城市基价和20城基价均采用案例加权平均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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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城市商办价格环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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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环比 1.87%

中估商办指数（2019年·05月）

174
商业地产价格指数

环比 0.49%111
办公价格指数

1、指数基期：

         中估商业地产价格指数和办公价格指数都以2017年1月为基期。 

2、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取各样点价格涨跌幅数值作为样本参数，采用如下公式进行。                                  

                                             计算： R(n) = (1+a) * R(n-1) 

式中： a：本期样点价格涨跌幅数值的加权平均值       R(n-1)：上期指数值       R(n)：本期指数值

 

指数详情见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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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 -1.1%
中估住宅租金价格指数（住宅）

（2019年·05月）

118

1、指数基期：

         住宅租赁指数以2018年1月为基期，基期指数100点。

2、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取各样点价格涨跌幅数值作为样本参数，采用如下公式进行。                                  

                                             计算： R(n) = (1+a) * R(n-1) 

         式中： a：本期样点价格涨跌幅数值的加权平均值       R(n-1)：上期指数值       R(n)：本期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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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全国重点城市出让宅地LBI分布情况

LBI定义：

真实地价：
考虑扣除非商品性房屋（保障房、无偿还建房等）
分摊地价后的经营性土地的实际价格。

均衡市场地价
假设土地完全竞争市场供求均衡的价格，其价格水平
为运用假设开发法依据房地产价格倒推出的地价。

通过出让地块的真实地价与均衡市场地价的偏差程度来反映出让地块地价泡沫。

LBI
真实楼面地价

均衡市场楼面地价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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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30%-70%

70%-100%

>100%

-10%-0

-30%--10%

-70%--30%

<-70%

LBI值 泡沫分档

泡沫可控

泡沫较小

泡沫较大

泡沫严重

无泡沫，存在开发风险

有一定开发风险

开发风险度可控

无开发风险度

指数详情见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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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重点城市宅地市场PLBI（地块市场泡沫）
TOP10 地块分布图

规划建筑面积(万m2)

6以下 6-9 9-1212-15 15以上

PLBI值

兰州
太原

南京
合肥

成都

珠海

34%

22%
31% 24% 20%

84%

26%

19%

23%

93%

Top1  晋源区贾家庄街以南 , 四至为 : 东
           至规划路、西至规划路、北至规划路
规划住宅建筑面积 ( ㎡ ): 60955.36
地价贡献率 :  105%
均衡市场贡献率 : 54%
PLBI:   93%

Top2 溧水经济开发区星河路以东、团山
               东路以南地块
规划住宅建筑面积 ( ㎡ ): 406955.8
地价贡献率 :  51%
均衡市场贡献率 : 28%
PLBI:   84%

昆明 南宁

Top3  七里河区晏家坪片区 B259 号规划
                 路南北两侧 ,B268 号规划路西侧
规划住宅建筑面积 ( ㎡ ): 36070
地价贡献率 :  84%
均衡市场贡献率 : 62%
PLBI:   34%

Top4  温江区柳城街道新华社区一、二组
规划住宅建筑面积 ( ㎡ ):183810.3
地价贡献率 :  78%
均衡市场贡献率 : 59%
PLBI:   31%

Top5 昆明市盘龙区青云街道办事处
规划住宅建筑面积 ( ㎡ ): 228411.8
地价贡献率 :  62%
均衡市场贡献率 : 49%
PLBI:   26%



         市场活跃度指数是以2017年1月100点为基期指数,计算当期城市在全

国中的成交量份额与基期的比值，再乘以基期指数，得到城市当期市场活

跃度指数。

         资金流动性指数是以2017年1月100点为基期指数,计算当期城市在全

国中的成交价份额与基期的比值，再乘以基期指数，得到城市当期资金流

动性指数。

指数详情见附表三

市场活跃度指数
资金流动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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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指数数读地产

2019年05月全国重点城市市场活跃度及资金流动性指数

核心指数数读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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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6月）

作者：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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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城市月度基价分析

一线城市基价及环比波动图

全国重点城市基价涨幅低位反弹，全面增速

全国基价环比涨幅走势图基价含义

1、基价来源于各地机构每月提交的城市月度
存量房（二手房）市场数据，以物业分类基准价通
过合理的算法计算得出。参与计算的区县物业范
围为公寓小区，即不包含别墅和辅房。

2、北京、成都、广州、昆明、南昌、南京、厦门、上
海、深圳、武汉、西安、郑州的价格为全市公寓住宅
基价的平均值。

3、其他城市的价格为主城区公寓住宅基价平
均值。

截至2019年6月，中估联数据中心基价上线的
城市共243个，我们选取其中110个重点城市进行
基价数据发布。

中央多维度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加快建立住房
保障体系，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规范棚改项目
融资；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强调专项债券必须
用于收益良好的重大项目；警惕各地房地产金融
风险，防止过度融资导致泡沫化严重。

随着全国住宅市场活跃度回升，二手房价格涨
幅低位反弹，本月全国重点城市的基价环比涨幅
保持在0.51%，涨幅较上月扩大了0.34个百分点。

各线城市全面增速，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平
均环比分别上涨0.44%、0.72%和0.44%。全国涨幅
最大的城市为乌兰察布，涨幅达4.19%，降幅最大
的为台州，环比下降3.63%。

关键词

一线城市基价均上涨，涨幅0.44%关键词

4个一线城市平均上涨0.44%，涨幅较上月扩
大。

城市分级基价环比涨幅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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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58364

50493

32143

53765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月 6月5月3月 4月

20
19
年
1月

0.00%

0.40%

0.80%

1.20%

1.60%

0.98%
0.68%

0.80%

0.57% 0.57%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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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城市基价涨幅TOP10

三线城市基价跌幅TOP10

三线城市及以下等级城市方面，87个重点城市环
比平均上涨了0.44%，其中54个城市环比上涨，平均涨
幅为0.9%，14个城市的基价环比下降，平均降幅为
0.6%，二手房价上调的城市数量较上月大幅减少。

乌兰察布居首的主要原因： 2019年全市计划投资
重点项目556.71亿元，至今完成投资78.44亿元，开复工
项目144项，综合开复工率为51.1%。其中包括国道335
线黄家滩至小文公二级公路、S105旗下营至科布尔二
级公路、乌兰花至艾勒格庙旅游二级公路、苏尼特右旗
至化德高速公路、G5511白音察干至安业高速公路等
项目；此外，危桥改造工程、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
程、农村公路新建桥梁工程和国省干线服务设施改造
工程4类交通建设项目正筹备建设中，为未来城市的快
速发展奠定基础。

三线城市乌兰察布居首，
涨幅为4.19%。关键词

二线城市二手房基价微涨关键词

二线城市方面，19个典型城市环比平均涨幅
0.72 %，涨幅扩大，其中14个城市基价上涨。宁波、
西安、兰州的涨幅排名前三，分别上涨3.24%、
1.87%和1.8%。宁波基价本月涨幅为3.24%，位居
第一。

二线城市基价及环比图

深圳、北京和上海：涨幅明显
6月二手房市场基价环比分别上涨0.63%、0.51%

和0.5%。

受金三银四及大量刚需新盘相继入市的影响，深

圳商品住宅成交量创下了近三年的新高，北京本月商

品住宅成交量剧增，同比上涨163.66%，一手房市场的

火爆带动两地二手房市场上涨；近日，韩正主持召开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会议，加快推进自贸区高质量发展

及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而上海本月供应量缩减将近过

半，短期市场供不应求。

广州：增速减缓
6月二手房市场价格环比上涨0.11%。

1-6月广州商品住宅供降需升，销供比1.14，供不应

求。外围仍然是成交主力，增城领跑，荔湾区成改善型

客户首选，作为粤港澳示范区的南沙表现持续亮眼。

第二、一城一策，人才购房补贴60万、房贷利率
松动、首套2成等利好加持；

第三、长三角一体化推进、城镇化新政引导、开
发商加仓宁波。

宁波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新商品住宅供应主要集中于郊区鄞州，

而主城区供不应求，导致二手房市场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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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市场的政策走势
政 策 分 析 / 热 点 分 析

趋 势 分 析
趋势分析数读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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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分析数读地产

1、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加快

2、房地产开发投资高增长，基建增速回落，制造业低位回升

3、货币供应保持稳健，CPI和PPI同比涨幅走势分化

近三年全国CPI和PPI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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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租“群雄争霸”VS 流动家庭“新”透视

将家庭结构以户人口数量分为：
微型户：1-2人      小型户：3-4人      中型户：5-6人
大型户：7人及以上

夫妇核心家庭的比重，夫妇共同流动和夫妇携子女共同流动是
家庭流动主要模式。

一、流动家庭&类型

长租发展 | 源头：流动人口

（1）微型户数量大幅增加
（2）小型户数量明显减少
（3）中型户、大型户数量持续减少

（1）单身人口增加                            （2）平均初婚年龄推迟
（3）出生率保持较低水平           
（4）老龄化带来家庭结构分化

  A、健康的中低龄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分户居住
  B、高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5）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家庭分化
对流入地而言，从流出地家庭分化出的人口增加了单人户和                                                          

二、流动家庭&变化趋势
1、家庭规模趋小化

2、家庭户数量持续增长
3、微型户占主导地位

原因

长租市场 | 需求端
一、流动家庭&核心需求

二、核心需求&首选产品

（本文仅对一线及强二线城市长租市场分析）

1）已婚育家庭不选择长租公寓的原因：
A、房间面积小        B、房租贵                       C、居住密度大
D、无私密性            E、实用性不强             F、缺少家的氛围
G、水电费贵            H、教育配套

综上，已婚育家庭倾向租住散户，反观，微型户则偏爱各类
长租公寓。

选择VS不选择 长租公寓

42.90%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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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群体家庭分类 类型 年收入 核心需求

1、单身

2、新婚未育

3、老年人

已婚

已婚

毕业1-2年

毕业3年以上

独居型
与子女毗邻型

1孩
2孩

1孩+老人

孩子+老人

空间实用
空间实用

2-3居

3-4居

30万以下
价格低
交通便利
舒适品质
品味、服务
性价比高
方便
离子女近

微型户
（1-2人）

小型户

中型户

（3-4人）

（5-6人）

已婚 孩子+双方老人 4居以上大型户
（7人及以上）

30-80万
100万以上

核心需求家庭分类 首选居住模式 首选产品

空间实用
空间实用

2-3居

3-4居

4居以上

散户

散户

散户

散户、分散式公寓
集中式公寓
长租公寓
高端服务式公寓
长租公寓
老年公寓
长租公寓、散户

价格低
交通便利
舒适品质
品味、服务
性价比高
方便
离子女近

合租
整组
整组
整组
整组
整组
整组
整组

整组

整组

整组

整组

微型户
（1-2人）

（3-7人及以上）
小中大型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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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普通住宅少有独户一居室            B、租金合理，有私人空间
C、省心省力，服务规范                          D、邻居群体单一
E、居住环境干净                                         F、装修风格舒适

2）微型户选择长租公寓的原因：

租赁房源供给分为个人住房、机构供给、保障性住房3类。

长租市场 | 供给端
一、房源供给&运营商 

二、核心竞争力&优势产品

三、优势产品&目标客户群

中国长租市场的痛点归根结底为：
1、投入资金大
2、融资难
3、盈利难且周期长
这就意味着不具有雄厚资本支撑的规模运营商，将被迅速淘
汰。

长租“群雄争霸” | 生态格局
一、致命短板&生态格局

1、头部房企具备雄厚资本、融资易、品牌、土地整体开发等
先天优势，未来，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养老公寓领域必然成为
寡头之争的重点。

2、酒店具备高端客户渠道、运营和服务丰富经验，主营高
端群体市场将为酒店类公寓主流。

3、机构房东受限于资金与规模运营，转而发展小而美，主
营中低端市场。

4、庞大的存量住宅市场，奠定了一般业主的供给市场占比
颇高，价格低、空间实用、配套成熟、生活氛围浓郁等优势是其
他长租公寓无法比拟的，未来依然是已婚育家庭的首选。

5、中介因包租贵、运营模式易被复制，导致市场份额被轻
易瓜分，受各路运营商争夺，市场占有率将急剧减少，转而主营
单身青年合租。

6、创业公司止步于资金、空置率和回报周期过长的痛点，
转型轻资产或退出成必然。

总结：
中低端市场占比虽高，但回报率低、接受溢价能力弱，之所

以成为众多运营商现阶段争抢的对象，是因为以此为基石，扩
大市场占有率，建立口碑品牌，才能进一步渗透到上层的消费
群体，接受更高的溢价服务，产生长期的利润增长点。这，才是
终极目标。

目前，长租市场主要在中低端释放需求，然而行业洗牌已经开
始，未来，只有具备难以复制优势+核心竞争力的运营商才得以
生存发展下去。

综上可得，从数量占比看，单身青年+毕业生占比最大，独居老
年人、高收入单身人士对产品及服务更为挑剔。

无论哪类运营商，皆处于争夺市场占有率阶段，在中低端
市场迅速扩大规模。然而，真正的利润增长点并不在此，而是更
上层的独居老年人及高收入单身人士的细分市场，他们能接受
更高的溢价服务，从上图可得，独具优势的是房企、酒店类运营
商。

二、群雄争霸&终极剖析： 【重点】

运营商长租痛点 运营特点 致命短板 长租生态格局

房企

投入资金大
回报率低
回报周期长
融资难且贵
规模性运营难
短期盈利难
空置率 酒店

投入少、回报率稳定

规模包租+重装修

规模运营+商业模式

一般业主

机构房东

中介

创业公司

小规模灵活运营、覆盖面广

土地开发或改造、融资易

高端客户渠道、重服务

生存

生存

市场份额急剧缩小

转型或退出

寡头之争回报周期长

投入资金大、融资难

包租贵、
市场份额易被瓜分

主营金字塔顶端客户

房屋供给 住房类型 运营商
一般业主
机构房东

中介
创业公司

房企
酒店
政府

个人住房供给

机构供给

保障性租赁房供给

散户

分散式公寓

集中式公寓

廉租房、公租房

供给端
租赁住房

优势产品核心竞争力运营商
中高端住宅
中低端长租公寓
中低端长租公寓
中低端长租公寓
联动式社区、老年公寓
高端服务式公寓

一般业主
机构房东
中介
创业公司
房企
酒店
政府

中心城区+配套成熟
独户一居室

合租、价格低
商业模式

土地+资金+品牌
经营管理

运营商 优势产品 目标客户群
已婚育的家庭
单身青年
毕业生
单身青年
独居老年人
高收入单身人士
低收入群体

一般业主
机构房东
中介
创业公司
房企
酒店
政府

中高端住宅
中低端长租公寓
中低端长租公寓
中低端长租公寓
联动式社区、老年公寓
高端服务式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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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定义
1、空气资源                                       2、气候资源 
3、水资源                                             4、山林资源
5、天然食材资源                            6、养生文化遗迹资源
7、养生民俗资源                           8、乡土人情传承

所谓养，即保养、调养、补养之意；所谓生，就是生命、生存、生长
之意。简而言之，养生：健康+幸福=保养生命。

“置换生活”是2025年后的社会刚需，为什么？
1、调控加码，置换房屋受限；
2、若无短期升值预期，只为度假使用购买房屋，成本过高；
3、在居住地生活多年，家人朋友无法割舍；
4、自然环境恶劣、食品安全让人产生逃离的念头；
5、高负荷工作学习，竞争压力大，需要一方休养生息的净土；
6、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不仅是治疗，更注重保养生命；
7、对身体的过度索取危及一代人的健康，过早的英年早逝；
8、中国“未富先老”现象彰显，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
9、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升级，房+车成为工具，健康尤
为可贵。
全龄化置换生活将成为养生地产的新代名词，而农村便成为了
其主要载体。

支撑养生地产高速运行的引擎
1、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潜在需求；
2、居民健康意识提升扩大了养生支出；
3、环境污染提高居民养生需求；
4、政策有力推进中国农村建设

养生地产&现有模式
1、养生度假地产（针对高端消费人群）⸺开发商土地开发经营
2、养生旅游地产（针对观光人群）⸺旅游景点

养生地产&未来模式
置换生活式的农村养生地产（针对大众群体）⸺农村改造升级
特点：
1、消费：平民化                                       2、群体：大众化
3、支撑：特色产业                                  4、运营：农村创业者
5、风格：天然淳朴的民风                6、基础：交通便捷+风景优美

农村养生&资源类型

1、稀缺性                           2、高增值性

农村发展养生地产，未来价值无可估量
（一）养生资源特性

1、社会需求日渐旺盛，供不应求；
2、现有的养生地产数量少，消费水平高，不具普遍性；
3、农村地大物博，能承载大量居民的养生需求。

（二）供需市场

1、空气污染，大中城市空气质量下降；
2、稀缺性资源，成为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衡量尺度；
3、亚健康人群健康需求与消费升级；
4、高净值人群对高品质生活与资产配置要求；

“创造更多财富”和“高品质生活”是高净值人群追求的主要财
富目标。养生地产作为提升生活品质与生命质量的载体以及资
产配置的载体，受到高净值人群的青睐。
5、经济富裕地区的城市居民对养生休闲需求迅速扩大，已经由
大众化的普及阶段，发展到接受其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三）驱动因素

1、特色产业支撑                   2、交通基建完善
3、三权分置落实                   4、农村创业返乡
5、自然环境优美

农村养生地产&先决条件

2025年逆袭 |“置换生活”成新宠，农村
养生地产崛起 作者：文婕



1、农业未来将整体呈现出规模化、机械化、信息化、融合发
展、种养结合的发展趋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大量涌现，健康
食材是卖点；

2、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建设投入大量资
金，推进民生基建工程，为投资者进入乡村获得收益提供机会；

3、提倡宅基地有偿退出及闲置农村土地回收，盘活大量资
源及土地价值；

4、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是农村最大的“隐性资产”，也是
启动农业农村发展“加速度”的关键；

农村养生地产&机遇：

深度解读数读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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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乡村宅基地跨镇交易，为整合宅基地资源开发项目的创
业者提供便捷的途径；

6、农村创业者，2018年农村创业创新主体不断增多，各类
返乡下乡双创人员达700万；

7、宅基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变了政
府高度垄断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征地供给模式，增强了农民创
业的积极性，同时改变了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增收的做法，转而
考虑产业转型。

1、2018年，农村宅基地闲置程度平均为10.7%。
从区域看，东部农村宅基地闲置程度最高，达13.5%，西部

次之，东北第三，中部最低；从区位看，村庄离城市距离越远，宅
基地闲置程度越高；按地形来看，平原农区村庄宅基地闲置程
度最高，丘陵地区最低；从贫困角度看，村庄宅基地闲置程度随
村庄贫困程度的加深而升高。

2、农村宅基地闲置最主要的两个原因是家庭成员长期外
出务工和城镇有其他住房。

分区域看，城镇有其他住房是东部、中部和东北部宅基地
闲置的最主要成因。随着村庄离中心城市距离加大，家庭成员
长期外出务工原因对宅基地闲置程度的影响增加，城镇有其他
住房原因的影响减弱。

3、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宅基地闲置率越高。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快，城镇化率及城乡协调水平更高，

农民转为市民的成本支付能力更强，由此引起的宅基地闲置更
为普遍。

5、允许入市的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范围太窄
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仅4200万亩，占全国集体建设用地总

量的13.3%。这些建设用地的分布极其不均，其中沿海地区集体
经营性用地数量大，尤以广东、江苏、浙江最盛，此外就是城乡
结合部、城中村。

6、国家严令禁止城市人口购买宅基地、利用宅基地建别墅
及私人会馆。

7、单个农户、单个村庄发展无法独自解决土地利用与产业
发展等问题。

农村发展养生地产&现状

农村养生地产&未来运营模式
1、村级合并、镇级统筹规划
2、村集体为股东的联营公司运营
3、各类闲置用房改造成宜居住房
4、特色产业+养生地产双轨推进

2025年农村 | 差异化发展趋势
1、城中村：集体租赁住房
2、城郊的农村：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建设+旅游产业
3、偏远的农村（交通便捷+景观优美）：养生地产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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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成 交 数 据

综 合 数 据

一线 / 二线/ 三、四线 / 个人和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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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成交楼面与成交土地均价趋势

二线城市成交楼面与成交土地均价趋势

一线城市成交楼面均价 一线城市成交土地均价

二线城市成交楼面均价 二线城市成交土地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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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线城市成交楼面与成交土地均价趋势

近三年个人和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走势

三四线城市成交楼面均价 三四线城市成交土地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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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估数库数读地产

全国房地产核心数据库

土地招拍挂公告案例

土地成交案例
房地产评估案例

房地产挂牌案例

房地产成交案例

房地产拍卖案例

供给

需求

交易信息

住宅

商业

办公

工业

地理分区数据

区位因素地理数据（POI）

区域规划数据
相关资源禀赋数据

国民经济数据

政策与规划

政策数据

房地产制度政策

金融政策

税收政策

调控政策

发展计划

中估数库

房地产价格数据库

房地产市场运行数据库

土地监测数据库
房地产主体数据库

01

房地产基础信息数据库

城市资源与区位数据库

全国宏观数据库

城市宏观数据库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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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中估住宅指数(各城指标)
核心20城指数

能级

一线

二线

城市 中估住宅指数 同比 环比 均价（元）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厦门

杭州

南京

青岛

武汉

郑州

成都

南昌

昆明

长沙

重庆

太原

南宁

西安

天津

大连

116.9

99.3

120.2

144.9

116.5

163.9

122.6

199.8

138.5

115.3

156.1

142.2

142.0

142.5

159.6

150.1

155.7

184.5

93.2

131.9

-0.5%

-4.6%

1.7%

3.8%

-1.0%

10.4%

2.7%

4.6%

-3.7%

1.8%

-3.1%

14.3%

14.0%

8.2%

17.4%

18.9%

13.6%

1.9%

1.3%

10.3%

0.5%

0.5%

0.6%

0.1%

0.5%

-2.1%

0.7%

0.0%

-0.2%

2.1%

1.9%

1.6%

2.9%

0.1%

0.8%

0.3%

0.3%

1.9%

0.3%

0.4%

58364

50493

53765

32143

34853

/

27856

27531

16565

13746

13210

11561

11014

9102

10616

11140

10056

11453

31825

15458

①

中估数库数读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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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点城市指数
其他城市 中估住宅指数 同比 环比 均价（元）

兰州
宁波
苏州
东莞
廊坊
丽水
舟山
南通
金华
嘉兴

张家口
惠州
沧州
台州
湖州
邯郸

秦皇岛
衡水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柳州
桂林
银川
包头

112.1
134.9
130.1
110.3
81.2

152.4
121.4
115.0
151.9
182.8
124.6
121.5
131.7
137.8
150.1
161.8
144.5
155.2
121.1
169.8
122.3
117.9
119.8
129.8

4.4%
6.7%
1.3%
0.8%
-6.4%
23.0%
12.2%

/
-1.9%
-3.3%
-6.9%
1.2%
1.8%
8.3%
3.5%

11.8%
21.1%
-1.1%
10.4%
19.6%
13.3%
13.5%
7.1%
9.5%

1.8%
3.2%
2.6%
0.2%
0.6%
1.0%
-1.2%
0.0%
0.3%
0.6%
-0.3%
0.0%
0.0%
-3.6%
0.3%
3.1%
4.1%
0.0%
0.1%
2.8%
2.3%
0.3%
0.3%
0.0%

9960
20733
21814
12011
13582
16163
12558
12904
12127
12883
9709
9902
9389

11455
9891
9233
9038
7313
7948

10074
7660
6407
6247
6185

中估数库数读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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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LBI(土地价格泡沫)指数
城市 地价贡献率排名 ＣLBI值ＣLBI排名

ＰLBI
排名

地块名称 城市 住宅部分规划
建筑面积(㎡)

地价贡献率 均衡市场
地价贡献率

开发商可能
开发利润率

LBI值

地价贡献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晋源区贾家庄街以南,四至为:东至规划路、西至规划路、北至规划路

溧水经济开发区星河路以东、团山东路以南地块

七里河区晏家坪片区B259号规划路南北两侧,B268号规划路西侧

温江区柳城街道新华社区一、二组

昆明市盘龙区青云街道办事处

成华区成华区昭觉寺南路139号(C宗)

青秀区桂海外环高速东侧、凤岭南路南侧

包河区上海路以东、大圩路以北

青白江区团结中路以北、智慧大道以西

科技创新海岸北围片区北城东一路东、金业北路北侧

太原

南京

兰州

成都

昆明

成都

南宁

合肥

成都

珠海

60955.4

406955.8

36070.0

183810.3

228411.8

55398.0

48636.7

112692.0

242499.1

39887.8

105%

51%

84%

78%

62%

89%

90%

72%

55%

95%

54%

28%

62%

59%

49%

71%

73%

59%

46%

80%

-42%

-8%

-13%

-3%

1%

-7%

-6%

0%

6%

-5%

93%

84%

34%

31%

26%

24%

23%

22%

20%

19%

2019年05月重点城市宅地市场LBI值 TOP10 地块表

2019年05月全国重点城市出让宅地LBI分布情况

中估数库数读地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南京
兰州
成都
合肥
嘉兴
珠海
杭州
重庆
大连
武汉
太原
南宁

石家庄
青岛
昆明
西安

36%
62%
67%
56%
56%
80%

111%
68%
86%
56%
50%
62%
58%
42%
58%
53%

16
6
5

12
11
3
1
4
2

10
14
7
9

15
8

13

50%
34%
14%
9%
8%
5%
-8%

-15%
-17%
-19%
-28%
-29%
-48%
-49%
-54%
-79%

June. 2019   22



附表三：中估市场指数
2019年05月全国重点城市市场活跃度及资金流动性指数

城市 市场活跃度指数 环比 环比资金流动性指数

石家庄
成都
杭州
郑州
太原
福州
上海
深圳
长沙
昆明
武汉
厦门
南昌
青岛
重庆
南京
合肥
广州
北京
西安
兰州
大连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115.2
47.0
61.8

209.0
98.7

233.5
139.6
200.2
108.4
158.6
100.4
219.6
84.7
60.2
78.2
80.1

230.5
59.7

211.5
58.3

100.0
137.7
266.2
129.9

-40.0%
-10.6%
-48.0%
9.1%
2.5%

39.1%
-14.7%
53.3%
-22.8%
-6.0%
-0.8%
1.8%
-8.5%
1.3%

-20.8%
-24.0%
-16.9%
-21.0%
157.0%

9.3%
-5.8%
-6.3%
9.0%
-9.7%

129.7
48.4
63.9

195.4
104.4
251.8
117.8
132.2
99.3

146.2
89.0

172.5
94.3
54.5
85.1
59.5

230.5
65.8

146.8
69.1
67.8

135.6
252.4
128.3

-18.0%
-17.3%
-41.6%
11.1%
-0.7%
30.8%
-15.7%
48.2%
-23.4%
-14.3%
-0.7%
8.6%
-3.0%
-4.9%

-22.5%
-27.0%
-15.6%
-18.1%
107.7%

1.8%
-4.9%
-1.7%
5.4%
-8.7%

中估数库数读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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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估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主办

《数读地产》（月刊）

若有意向订阅，请将联系方式(公司、职位、姓名、电话等)发送至邮箱market@caadt.com，将有专人与您联系。

详情登录：www.caadt.com

中国  上海  延安西路777号 裕丰国际大厦8楼地址：
market@caadt.com咨询： 021-62600506

上海中估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拉 近 您 与 房 地 产 价 值 之 间 的 距 离

全国房地产评估
综合专业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