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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十三五”规划取得成绩的逐步落实，全国上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蓝

图，推进城市建设呈现蓬勃态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在人民

生活基本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根植于国民内心的“安土重迁”传统体现得愈发淋漓尽

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成为了阻碍在城市中安居乐业的最后一道壁垒，对过高房地产

价格望而却步的人们容易导致社会动荡，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进一步打破经济的稳

定发展，因此研究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从而制定针对性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厦门市为东南沿海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房地产价格也

居高不下。本文以厦门市为例，基于厦门市1999~2018年的各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研究各项旅游业发展指标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程度，发现旅游业的发展一

定程度上会使得房价上升；但同时房价还受到各种法律和社会人文等因素影响，且限

制旅游业的发展来抑制房价的不合理上涨，显然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因此抑制房地产

不合理上涨的措施应该从源头入手，通过加强政府干预，调控住房需求，宣传正确住

房观念，把握住房居住属性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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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have been gradually implemented. The 

whole country, along with the blueprint outlin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been 

pushing forward urban construction with a momentum of prosperity and people’s sense of 

happiness and security have been enhanced. With the people’s livelihood basically 

guaranteed, the tradition of “attached to the land and unwilling to move”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vivid. For most people, the real estate prices 

become the obstacles to a good and prosperous life in the city the last barrier. High real 

estate prices upset social order and will further break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factors affecting real estate prices and 

formulate targeted response strategies. 

Xiamen is the important tourist city landscape along the southeast coast with booming 

tourism industry as well as high real estate prices. This article takes Xiamen city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99 to 2018 to establish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study the extent and magnitude of the impact of various tourism development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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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al estate pri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will increase housing 

pric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housing prices, however, are also affected by various laws,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for the unreasonable rises 

in housing prices is obviously irrational. Therefore, measures to restrain the unreasonable 

rise of real estate should start from the source by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regulating housing demand, propagating correct housing concepts, and grasping housing 

properties. 
 

Keywords: Average Housing Price, Tourism Development,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idge Regression Analysis 

 

1. 前言 

厦门作为第一批经济特区，在特区成立初期就奉行了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方针，借

助着政策的优势和优质的自然资源，厦门成为了福建省知名度最高的城市；但作为一

座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却给厦门的房价造成了一定程度上

的影响。据安居客《2020年全国房价排行》所述，2020年7月厦门房价高达48,574元/

平方米，位居全国第四，第三名和第五名分别是上海的52,289元/平方米和广州的

32,482元/平方米。根据统计局官方数据，上海市2020年前三季度的GDP为27,302亿元，

位居全国第一；广州2020年前三季度的GDP为17,476亿元，位居全国第五；而厦门2020

年前三季度的GDP为4,741.36亿元，仅为广州的27%，其房价却高出广州49.5%，由此

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厦门的房价与经济已然“不成正比”。 

与厦门情况相似的城市还有海南三亚。三亚在2020年7月的房价高达28,173元/平

方米，高居全国第六，仅次于广州、南京，而其2019年的GDP仅677.86亿元，全国排

名远在100以外；云南大理2020年7月的房价高达14,134元/平方米，同省会昆明不相上

下，其2019年的GDP为1,375亿元，排云南省第五。由此可见，厦门的高房价虽然与

土地资源等因素有一定的联系，但旅游业的发展显然对厦门地区房地产价格有着深

刻的影响，二者之间究竟有着何种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且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2. 旅游业发展与房地产价格影响的相关理论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支柱。在我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的今天，房地产业在质疑与喝彩交织的环境中，仍然保持着蓬勃向上的产业活力。在

学术界，研究旅游业发展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的学者众多，因数据的多样性，学者们就

旅游业发展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也呈现出高度的多样化，这些结论交织

出两种最为主流的理论：房价推动理论、房价抑制理论。 

 

2.1 房价推动理论 

房价推动理论是指旅游业的发展会推动房价的上涨。从经济学角度看，旅游业作

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发展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旅游业的发展

会使整体的经济得以发展，居民消费水平得以提高，从而使得房价上涨；除此之外，

旅游业的发展还可能会变相刺激交通及运输业的发展，从而使得房价上涨；甚至旅游

业的发展还会通过影响大众的预期，使得房价提升。 

刘嘉毅（2013）收集中国30个省2000~2009年十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得出旅

游业发展对房价有促进作用，且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城市促进作用越明显的结论，并认

为旅游业发展会改善交通通讯、园林绿化、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使得旅游目的地成

为更多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个体或家庭向往的乐土，更倾向于在此安居乐业或颐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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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闫文（2020）通过研究我国一、二线城市住宅商品房价格波动的因素，发现旅游

效应是房价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且二线城市厦门作为著名旅游城市，其房价水

平已经达到一线城市水平；胡北明与黄俊（2020）基于2008~2018年贵阳市的相关数

据进行分析，认为对于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城市而言，旅游业发展对房价的影响主要是

通过吸引外来人口，使得城镇化水平上升来实现的，且若调控不当将极不利于当地国

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2.2 房价抑制理论 

房价抑制理论是指旅游业的发展会抑制房价的上涨，甚至会使得房价有所下降。

旅游业的发展必会带来更多的旅游人次，从而对人文、交通、环境和人们的预期等方

面造成影响；若这种影响是负面的，则可能会使旅游目的地的房价上涨受到抑制，甚

至房价下跌。马成文等（2019）搜集了海南各市县2012~2016年的数据，发现旅游业

的发展引起了当地的房地产投资泛滥，供给远大于需求，从而使得平均房价下降。

Constantine（2011）采用DID模型，探讨六个奥运会举办城市举办赛事旅游对房价的

影响，研究表明对于商业化不足的东道主城市来说，商业化的匮乏使得旅游业的发展

不仅不会使房价上升，还会使房价暴跌；周祥与王丽娅（2019）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带

来城市外部交通便利性的提高，会使得房价上涨，但城市内部交通如公共汽车数量的

增加，会对房价产生抑制作用，而旅游业带来的区域交通拥堵，在一定程度下也会抑

制房价。 

各学者的研究体现了旅游业的发展，确实对区域房地产价格有着一定程度的影

响，尤其是对于旅游发达城市而言。旅游业的发展反映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房

价在一定程度上也关乎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本文以厦门市为例，重点研究旅游业发展

对于区域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了解旅游业各项指标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程度及背

后的影响因素。 

 

3. 旅游业发展的评价指标 

目前评价旅游业发展的理论较多，近年来学者从不同领域对旅游业发展进行测

度，各学者间对指标的选取有一定程度的出入。本文综合考虑选取指标的便利性等因

素，采取穆学青等（2019）、张广海与颜文静（2019）、李丽与徐佳（2020）、周晓

倩（2020）的指标选取作为参考原则。 

穆学青等（2019）运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国内旅游人

次、入境旅游人次、地区人均GDP、星级饭店和第三产业占地区GDP比重数等综合指

标建立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云南智慧旅游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得出具有针对性的结

论；李丽与徐佳（2020）将指标划分文化市场机构数、艺术表演从业人数、文化市场

经营收入、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接待入境过夜游客人数、星级饭店数作为指标，

从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程度来评判国内旅游的发展程度；张广海与颜文静（2019）以第

三产业投资额、游客接待总量、城市旅游消费总额、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作为指标，

从休闲旅游的角度透析了济南的旅游发展水平；周晓倩（2020）则是以旅游总收入、

农业总产值、农村居民家庭全年消费支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

国际旅游创汇收入、国内旅游人次作为指标，从而测度农业与旅游业融合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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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学者所研究指标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综上所述及表1所示，本文参考李丽、穆学青、张广海和周晓倩等学者的指标选

取原则，结合厦门市旅游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特点，选取8项指标构筑了评价体系以

反映厦门市旅游业的发展水平，这8项指标分别是：地区生产总值（X1）是旅游业发

展的前提，为旅游业发展提供物质支撑；旅游总收入（X2）代表了特定区域旅游业的

产出水平；国内旅游人次（X3）、入境旅游人次（X4）反映了特定区域旅游业知名与

热门程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5）、第三产业占地区GDP比重（X6）也是旅

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柱；而地区人均GDP（X7）和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X8）代表了旅

游业发展潜力，预示着特定区域旅游业未来的发展状况。 

 

 

 

作者 时间 研究 指标 

穆学青等 2019年 

构建一系列评定旅游发展水

平的指标，运用熵值法和综合

功效法对云南16市的智慧旅

游水平进行评测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国内旅游人次 

入境旅游人次 

地区人均GDP 

星级饭店数 

第三产业占地区GDP比重 

张广海与

颜文静 
2019年 

以济南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

建了休闲旅游发展水平的评

价体系，准确把握了济南休闲

旅游强弱区块 

第三产业投资额 

游客接待总量 

城市旅游消费总额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李丽与 

徐佳 
2020年 

构建旅游产业发展评价体系，

对2007~2017年中国省际文化

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评

价 

文化市场机构数 

艺术表演从业人数 

文化市场经营收入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接待入境过夜游客人数 

星级酒店数 

周晓倩 2020年 

构建农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分析无锡市

2013~2017年农业和旅游发展

水平 

旅游总收入 

农业总产值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业机械总劳动力 

国际旅游创汇收入 

国内旅游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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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厦门市旅游发展对城市房地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探究厦门市旅游业发展的各项指标对房地产价格升降的影响，本部分展开实

证研究，通过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以平均房价为因变量（被解释变量），

8项旅游业发展指标为自变量（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用以探究各个旅游业发展指

标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4.1 数据来源及描述分析 

本文参考李丽和徐佳、穆学青等、张广海和颜文静、周晓倩等学者的指标选取原

则，结合厦门市旅游业的发展特点，选取8项指标构筑评价体系，采用厦门市房地产

平均价格来反映厦门地区房地产价格情况。 

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国统计出版社1949~1999《光辉的历程−福建

五十年》、2000~2018年《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2018《厦门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前瞻数据库、搜狐新闻网和排名网等。 

本文收集了目的旅游城市厦门1999~2018共20年8项指标与平均房价的数据，经

数据预处理和描述分析，得出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 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Y 平均房价（元） 10,484.97 7,612.98 2,500.00 27,311.18 

解释变量 

X1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2,032.44 1,340.46 458.02 4,791.41 

X2 
旅游总收入 

（亿元） 
480.16 357.59 122.07 1,402.12 

X3 
国内旅游人次 

（万人） 
3,190.25 2,299.67 638.61 8,469.89 

X4 
入境旅游人次 

（万人） 
171.98 119.43 40.28 430.43 

X5 
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 
26,961.55 13,280.48 9,626.00 50,948.00 

X6 
第三产业占地区

GDP比重（%） 
47.79 6.28 38.42 58.19 

X7 人均GDP（元） 67,169.55 23,232.15 34,221.00 118,015.00 

X8 
城市固定资产投

资额（亿元） 
1,029.62 757.46 174.51 2,643.42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表2给出了目的旅游城市厦门数据的统计情况，包括平均数、最高值和最低值。

经观察发现自变量平均房价浮动较大，最高值为27,311.18，最低值为2,500，标准差

为7,612.98；观察自变量可发现各指标的上升幅度均较大，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区人均GDP的涨幅，表明厦门总体经济亦或是幸福指数的提升，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及第三产业占地区GDP比重的提升，侧面反映了城市宜居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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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也反映了旅游经济及旅游潜力的提升，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人次、入境旅游

人次的涨幅，则以数据从正面反映厦门旅游业的发展。 

 

4.2 相关分析 

为阐明8项旅游业发展指标与因变量平均房价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采取相关分

析的方法来实现。首先绘制各旅游指标同平均分价的散点图，均表现出较强的线性关

系。 

凭借散点图能够直观描述8项旅游业发展指标与平均房价之间的相关态势，但为

得出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精确刻画，本文采取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作为分析

指标。皮尔逊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是[-1, 1]，数值的绝对值越接近1则线性关系越强，

反之，绝对值越接近0则表示线性关系越弱，数值等于1时为完全正线性相关，于0.3

则表明变量之间呈极弱线性相关。经SPSS相关分析后，结果显示各变量同平均房价

的相关系数均达到0.8以上，均为高度线性相关关系，且所有数据都呈现出0.01水平的

显著性，其中相关系数最大的变量为国内旅游人次与城市固定投资额，均为0.992，

系数最小为第三产业占地区GDP比重的0.952。 

 

4.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是用来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的统计分

析方法，从已知的样本出发，寻找变量依赖关系，从而对实际问题进行预测；是根据

相关关系的具体形态，选择合适的回归模型来表达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一种方法。而

自变量（解释变量）X和因变量（被解释变量）Y的数量关系，将通过回归方程的形

式体现出来。 

 

4.3.1 实证模型 

将8个旅游业发展指标作为自变量，平均房价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建立回

归模型。 

 

4.3.1.1 模型建立 

以8项旅游业发展指标X1、X2、…、X8为自变量，设平均房价Y为因变量，建立

如下模型： 

 

𝑌 = 𝛽0 +∑ 𝛽𝑖
8
𝑖=1 𝑋𝑖 + 𝜀，𝜀~𝑁(0, 𝜎2)          (1)   

                                         

4.3.1.2 回归结果 

使用SPSS对8项旅游业发展指标和平均房价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在8项指标中只有地区生产总值（X1）、国内旅游人次（X3）和城市固定资产

投资额（X8）对平均房价（Y）有显著性影响。 

结果中显示调整后的 R2 值为0.993，意味着地区生产总值、国内旅游人次和城

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可以解释平均房价99.3%的变化原因，而且模型通过F检验

（F=860.853，p=0.000<0.05），说明模型有效。模型公式为： 

 

𝑌 = 442.863 − 2.136𝑋1 + 2.497𝑋3 + 6.233𝑋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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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  ***：p<0.01，**：p<0.05，*：p<0.1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4.3.1.3 多重共线性检验 

表3中VIF指方差膨胀系数，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中多重共线性严重程度通常

用方差膨胀系数VIF来检验，当VIF < 10时，说明共线性不严重，而本次回归分析结

果中VIF均远大于10，说明存在共线性问题。多重共线性问题，一方面可能使模型参

数估计不准确，另一方面可能导致数据产生严重偏差，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

也可以用于解释为何所得回归模型中，地区生产总值（X1）对平均房价（Y）产生了

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地区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却对平均房价起抑制作用，这显然是

不合理的，是因为模型中因变量间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得出的完全相反的结论，故公式

（2）不成立，需要解决各个指标间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4.3.2 岭回归分析 

岭回归是一种专用于共线性数据分析的有偏估计回归方法，实质上是一种改良

的最小二乘估计法，即通过放弃最小二乘法的无偏性，以损失部分信息、降低精度为

代价，获得回归系数更为符合实际、更可靠的回归方法。因此针对本文数据，岭回归

的耐受性远强于普通线性最小二乘回归。岭回归一般分为两步：确认最佳K值和输入

K值进行回归建模。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图 1. 岭迹图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p VIF 

常数 442.863 - 0.173 - 

X1 -2.136 -0.376 0.032** 66.416 

X3 2.497 0.754 0.000*** 56.714 

X8 6.233 0.620 0.000*** 4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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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PSS代入所得数据做出图2的岭迹图，当标准化回归系数趋于稳定，此时对

应的最小K值即为最佳K值，如图确认最佳K值为0.99。将K值0.99输入，使用SPSS再

次进行分析得出表4。 

模型通过 F 检验（F=47.807，p=0.000<0.05)，说明地区生产总值（X1）、旅游总

收入（X2）、国内旅游人次（X3）、入境旅游人次（X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X5）、第三产业占地区 GDP 比重（X6）、地区人均 GDP（X7）、城市固定资产投

资额（X8）至少有一项会对平均房价（Y）产生影响关系。最后使用 SPSS 得出岭回

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岭回归分析结果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常数 -5,870.580 - -5.473 0.000*** 

X1 0.610 0.107 15.290 0.000*** 

X2 2.636 0.124 11.856 0.000*** 

X3 0.391 0.118 15.763 0.000*** 

X4 7.275 0.114 16.849 0.000*** 

X5 0.054 0.094 8.412 0.000*** 

X6 132.014 0.109 7.828 0.000*** 

X7 0.035 0.107 10.045 0.000*** 

X8 1.190 0.118 14.846 0.000*** 

※  ***：p<0.01，**：p<0.05，*：p<0.1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综上可知，将地区生产总值（X1）、旅游总收入（X2）、国内旅游人次（X3）、

入境旅游人次（X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5）、第三产业占地区GDP比重

（X6）、地区人均GDP（X7）、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X8）作为自变量，而将平均房

价（Y）作为因变量进行岭回归分析，K值取为0.990，依表4所示，模型调整后的R2值

为0.952，意味着地区生产总值（X1）、旅游总收入（X2）、国内旅游人次（X3）、

入境旅游人次（X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5）、第三产业占地区GDP比重

（X6）、地区人均GDP（X7）、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X8）可以解释平均房价（Y）

的95.20%变化原因。对模型进行F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F检验（F=47.807，

p=0.000<0.05)，也即说明地区生产总值（X1）、旅游总收入（X2）、国内旅游人次

（X3）、入境旅游人次（X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5）、第三产业占地区

GDP比重（X6）、地区人均GDP（X7）、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X8）中至少一项会对

平均房价（Y）产生影响关系。依表4所示，得出模型公式为： 

 

𝑌 = 5,870.58 + 0.610𝑋1 + 2.636𝑋2 + 0.391𝑋3 + 7.275𝑋4 

+0.054𝑋5 + 132.014𝑋6 + 0.035𝑋7 + 1.190𝑋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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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和公式（3）可知，所有自变量X的回归系数均大于0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所以自变量8项旅游业发展指标均对因变量平均房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4.3.3 回归结果分析 

由上文可知最后得到的关系式如公式（3）所示，从回归系数的正负值来看，所

有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与平均房价同向变动。从回归系数大小上看，对平均房

价影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占地区GDP比重（X6），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产

业占地区GDP比重每上升1个单位，房价平均上升132.014个单位；对平均房价影响最

小的是地区人均GDP（X7），在其他因素固定不变的条件下，地区人均GDP每上升一

个单位，房价平均上升0.035个单位。地区生产总值（X1）、国内旅游人次（X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5）、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X8）对平均房价的影响程度

中等，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各指标每上升一个单位，房价平均分别上升0.61、

0.391、0.054、1.19个单位。旅游总收入（X2）和入境旅游人次（X4）对平均房价影

响程度相近，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每个指标上升1个单位，平均房价分别上升

2.636、7.275个单位。 

 

5. 旅游业发展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前文已得出证实结果，第三产业占地区GDP比重、旅游总收入、入境旅游人次和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平均房价影响较高，回归系数均在1以上；其次为地区生产总

值、国内旅游人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平均房价影响最小的是地区人均

GDP。 

从经济意义上来看，房地产价格的旅游业发展因素，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和城镇

化两个方面。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国内旅游人次、入境旅游人次及旅游总收入皆反

映了地区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变迁同房价是息息相关的，第三产业如旅游业

发达的地区房价将更高，由于第一产业必须将劳动者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为了生产便

利，劳动者们便会分散居住，住宅市场基本不存在，故第一产业发达的地区房价会

低，所以产业结构升级使得收入增长，进而房价增高；房价的增高带来资金聚集又将

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城市固定资产投

资额，又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城镇化水平，而旅游业的发展、基建及公共服务的完

善为城市改观且改善了更多人对于目的城市的预期，更多的人愿意在此投资、创业、

就业或颐养天年；创业带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第二、三产业企业，使得产业升级速度进

一步加快，城镇人口需求进一步增多，人口数量及城镇化率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而

大量人口迁入的同时则需要更多的土地，所以房价进一步升高。由此可见，旅游业发

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及城镇化进度加快，相互关联着影响于房价。 

综上所述，各项旅游业发展指标，主要是通过加快产业升级及城镇化进度来实现

的。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影响房价变动的原因之一，但房价的变动同时还伴

随着法律规定、社会人文以及房屋自身水准等因素的影响，换而言之，高房价的现实

情况，是宏观经济与社会人文共同造就的结果。 

 

6. 对策及建议 

从研究结果上看，旅游业的发展似乎同房价上涨趋于同步，旅游业的发展对房价

上升有着显著影响，但通过抑制其他产业（如旅游业）发展来防止房价的过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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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不可取的，因此为缓解房价上涨过快的情况，应当从根源入手，从更深层次探

究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房价之间的联系。 

本文根据研究结果得出以下对策及些许薄建： 

 

6.1 加强政府干预，调控住房需求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政府在调控房价中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政府应加大对城市旅游业，特别是旅游业较为发达城市的旅游业的考量比重，合

理应对外来人口及城镇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对投资者的控制及遏制投机者，避免贷款

购房或买不起房的“房奴效应”过度泛滥；合理调控住房需求，加大对经济适用住房、

廉租住房建设的金融支持，这也有助于避免人才流失，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从而从根

本上避免旅游业发展可能带来的房价不合理上涨。 

 

6.2 宣传正确住房观念，把握住房居住属性 

房价的居高不下，除了土地资源有限等原因外，还同炒房者脱不开干系。党在十

七大报告中就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无论政策如何完善，总会

有投机取巧者寻找空子来制造房价泡沫。因此从根源上改变人们对于住房的观念显

得尤为重要，应当加强宣传教育，纠正错误的住房观念，向人们传递正确的住房观，

加强对投机炒房观念及行为的谴责，积极倡导“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准

确观念，争取从根源上抑制房价的不合理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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