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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专题研究  

居民杠杆，冰点后回暖 2022 年 06 月 21 日 

2022 年 2 月，新增居民中长贷历史首次录得负值，并且 4 月再次录得负值。

市场开始讨论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是否面临衰退。我们从地产销售出发，构建一套

居民信贷估测框架，推算下半年居民信贷力度，继而展望后续居民杠杆空间。 

 评估居民信贷主要看地产市场走势。 

按央行统计口径，住房贷款主要统计在消费贷中，而居民信贷与房地产冷热

状况高度相关，尤其是房地产销售同比，与居民信贷同比高历史相关性极高。可以

得到结论，居民部门信贷主体是居民房贷，居民房贷又几乎被地产市场冷热牵引。 

 如何估测居民信贷？我们的一个测算框架。 

首先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经验现象：近五年居民信贷极其稳定（每年新增信贷

7-8 万亿），每年销售面积也相当稳定（新房加二手房累计年销售 21 亿平米），这

就意味着近五年每平方米地产销售对应的新增居民信贷规模非常稳定。 

初步测算，2017-2021 年，每平米房屋成交带动新增居民信贷稳定在 0.4-

0.45 万元。此现象背后是近五年房地产平均销售价格、贷款比例以及存量贷款偿

还量，均非常稳定，最终我们能够观察到新增房贷和商品成交面积，这里两个变量

的关系极为稳定。由此可见，估测未来新增房贷的关键在于估测商品房成交面积。 

 估测今年下半年居民信贷规模。 

基于基准、乐观、悲观三种情形假设地产销售情况，可以测得全年新增居民信

贷。全年新增居民信贷 6.2 万亿（基准情形）、5.3 万亿（悲观情形）、7.5 万亿（乐

观情形），较去年分别少增 1.7 万亿、2.6 万亿、0.4 万亿。 

而今年 1 至 5 月新增居民信贷累计 1.3 万亿，较去年同期少增 3.4 万亿。 

展望下半年，地产销售大概率会好于上半年。递延需求释放、政策刺激效果落

地等因素，都将推动下半年房地产销售同比增速将好于上半年，这也意味着居民信

贷规模回升。 

下半年居民信贷大概率好于上半年。基准、乐观、悲观三种情形下，今年下半

年居民信贷同比增速均显著优于今年 1 至 5 月年新增居民信贷同比。 

 后续居民杠杆怎么看 

居民是否还愿意加杠杆，当下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地产能否回温，地产销售能否

反弹。根据我们测算，下半年房地产销售同比较上半年改善。与之对应，居民信贷

也同步改善，居民杠杆将有企稳，由此可见，今年居民杠杆不会因为居民收入不足

而彻底“躺平”。 

本轮地产经历的并非是普通的小周期，中国地产面临的是一次系统性的下台

阶。2017 年以来年均销售（新房）17 亿平米的历史或将过去，2017 年以来年均

7-8 万亿居民信贷也将成为历史。中国居民快速加杠杆的黄金时期或许也将过去。 

当地产渡过了一个长周期的繁荣阶段，居民信贷与地产相关性必将减弱。未来

地产或许还是居民信贷影响因素，但重要性将趋于下降。未来评估中国居民信贷，

地产应该不再是唯一重要因素。 

 风险提示：疫情发展超预期；数据测算有误差；地产政策超预期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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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疫情挫伤居民收入，地产行业遭遇寒冬，近期居民杠杆似乎正在“躺平”。 

2021 年下半年以来，地产销售持续低迷，居民信贷增长显著放缓。因缺乏及时有效的政策

对冲，加上疫情干扰，今年 2 月和 4 月，居民中长期贷款甚至出现了历史罕见的负向融资。 

居民没有能力再进行负债融资，居民信贷空间有限，居民杠杆就此“躺平”，市场对居民杠

杆存在悲观情绪。 

居民杠杆空间几何，还关系下半年中国信用条件能否有效扩张。 

按照通行的杠杆率概念，居民杠杆等于居民信贷除以 GDP。居民未来是否还能加杠杆，关

键是居民信贷未来还能否扩张。 

中国社融主体是基建和地产融资，地产融资主要内容是居民信贷融资。中国居民能否加杠

杆，还关系下半年中国信用能否扩张，能在多大程度扩张。 

可见居民信贷空间测算非常重要。然而颇为遗憾，目前缺乏有效的居民信贷测算体系。 

我们认为当前居民杠杆的真正影响因素在于地产市场景气度，而非居民收入高低。从房地

产销售出发，我们构建居民信贷估算体系，并给出下半年房地产销售和居民信贷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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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居民杠杆取决于地产走势 

居民信贷一般通过住户贷款来衡量，虽然住户部门的概念略大于居民，包括住户和为其服

务的非营利机构，但相比而言，后者数量可以忽略不计。而居民信贷表现出明显的特征：以住

房贷款为主，与地产周期同步性强。 

1.1 住房贷款主导居民信贷走势 

按央行口径，居民贷款分为消费贷款和个人经营贷款两类，而前者占比近7成。 

消费贷款主要包括用于购买住房、住房装修、旅游、教育、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等生活消费

用途的贷款，其中住房贷款是消费贷款的主要构成分项。 

个人经营性贷款包括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这类贷款的用途并不局

限于经营，往往在房地产市场热度高时，存在违规流向楼市的情形。 

根据14个省市公布的数据汇总，截至2021年年底，消费性贷款占比总计达76%（消费中长

贷占比68%，消费短贷为8%）；经营性贷款占比23%（中长贷为12%，经营短贷为11%）。 

居民信贷增速几乎约等于消费贷款增速。 

2015 年之前，消费贷款增速与整体居民贷款增速相差约在 2-3 个百分点，但在 2015 年之

后，消费贷款规模增速开始大幅高于居民信贷规模。原因是 2014 年开始房价增速开始提升，

个人住房贷款开始激增，2017 年大量消费短贷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此时消费贷款增速与居民

信贷增速的差值也来到了最高点，后续随着房价上涨速度放缓，违规流入房市的资金的监管趋

严，居民贷款增速开始逐步下滑，居民信贷增速与消费贷增速偏差重新收敛。 

图 1：2021 年消费中长贷在居民信贷中占比最高  图 2：消费贷款和居民信贷几乎同步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样本为 14 个省市，约占全国居民信贷

50%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1.2 居民贷款与地产周期同步 

长期以来，居民信贷与地产周期具有强相关系，本质上是来自于居民资产配置的微观行为

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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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居民信贷的主要来源是购买住房，而这几乎是居民加杠杆的唯一渠道。 

我国消费贷并不发达，而住房贷款作为规模大，且有坚实的抵押物的信贷，几乎成为了居

民唯一的加杠杆渠道。我国居民大量的资产配置在房产上，根据央行 2020 年 4 月发布的

《2019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我国城镇居民资产配置住房中的比例达到

59.1%，而美国仅为 30.6%。 

图 3：2019 年居民资产配置集中在实物资产  图 4：2019 年实物资产中以住房为主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民生证券研究院 

 

其次，房价上涨对于居民的购房预期的正向反馈机制，奠定了信贷与地产周期同步的基础。

2012 年以来，全国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的同比与居民信贷同比的高点与底点完全重合，这背后

其实是商品销售循环：房价上涨——居民预期改善——居民购房加快——房价进一步上涨，在

这种循环下地产周期与居民信贷周期几乎一致。 

图 5：居民信贷与房地产销售状况保持一致  图 6：房价同比与居民信贷同比高度一致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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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地产销售判断居民信贷 

既然从逻辑上，地产周期与居民信贷周期高度一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地产的数据去

捕捉居民信贷的情况呢？答案是可以。 

2.1 居民信贷与地产销售的“另类“规律 

先来回顾一下居民信贷的基本概况。 

自 2015 年以来，居民信贷逐年增长，近 5 年每年新增规模稳定在 7-8 万亿之间，主要原

因在银行信贷额度数量往往是固定的，在实施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后，房地产相关类贷款的

额度更是被严格监管。 

对比地产销售情形，将新增居民信贷除以每年新增的商品房成交面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另类“的规律： 

近年单位地产销售面积对应的新增居民信贷规模非常稳定（约 0.4 万元/平方米）。 

2017-2021 年，每平米房屋成交带动新增居民信贷分别是 0.42、0.43、0.43、0.45、0.44

万元/平方米。 

以新增房贷 = 商品房成交面积 X 平均价格 X 贷款比例 - 存量贷款偿还量公式来看，近年单

位房地产销售面积对应的信贷稳定，意味着近年房地产价格相对平稳，并且信贷比例和存量还

款行为也相对稳定。 

图 7：样本银行首套房首付比例  图 8：各年度新增居民贷款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2.2 影响居民信贷的因素在过去 5 年内保持平稳 

第一，过去五年间商品房成交面积稳定在 21 亿平方米左右。 

商品房成交面积商品房成交主要包括一手房和二手房的成交。 

统计局公布的商品房销售是来自于房地产企业上报编制而成，所以只包含一手房销售数据，

-10

-5

0

5

10

15

20

25

0.00

0.10

0.20

0.30

0.40

0.5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2022

每平方米新增信贷
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右）

（万元/平方

米）
（%）

38700

63300

71300 73600 74300
78700 7920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亿元）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7 

 

 

 

宏观专题研究 

2017 年至今，成交面积基本稳定在 17 亿平米左右。 

而根据公开数据显示，二手房成交面积在 4 亿平米左右。 

第二，过去五年房地产价格增速稳定 

过去 5 年一手房价格从 0.76 万每平米到 1.04 万每平米，平均每年涨幅在 0.06 万每平方

米。 

二手房成交价格从 2017 年均价 1.45 万每平方米到 1.94万每平米，平均每年涨幅在 0.1 万

元/每平方米。 

一手房价格涨幅低于二手房，体现近年限价措施较为有效。 

图 9：2017-2021 年住宅成交面积  图 10：商品房成交价格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第三，过去五年首套房贷和二套房贷的比重较为稳定，基本维持在 9：1。 

根据2021年7月银保监会公布的信息来看，个人按揭贷款存量中，首套房占比达到92%。

而以广东省（除去深圳）为例，2021 年新增居民信贷的首套房贷款占比超过九成。我们可以假

设新增购房中，至少全国有 90%为首套房。 

首套房比例达到 90%，这一比例看似不符合直观感受。实际上早在 2014 年 9 月，央行就

曾明确拥有 1 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通商品住房执行首套

房贷款政策。 

实际执行过程中，各地住对“认房“还是“认贷”所对金融机构做出规定，但其中一线城

市和二、三线城市的执行标准会有不同，往往一线城市的执行会从严，但是在全国总成交中占

比很低。 

图 11：2019 年 6 月样本银行首套房首付比例   图 12：2019 年 6 月样本银行二套房首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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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其四，过去五年首套房和二套房的实际首付比例较为稳定。 

根据 2019 年 6 月样本银行首套房和二套房首付比例，首套房首付主要集中在 3 成（当时

大多数地区最低首付要求为 30%）。二套房首付比相对较为分散，主要是 4 成及以下的情况偏

多。 

最低首付比是房地产调控政策重要工具，导致实际首付比例会随着政策变化而改变，通过

计算样本银行首套房加权首付比例，加权首付比例在调控中实际差别可能相差 1 成，这也与实

际的政策调控情况相符。 

图 13：样本银行首套房首付比例  图 14：全国层面的首付比例调整政策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测算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住建部，民生证券研究院 

 

2.3 地产销售增速可以拟合居民信贷增速 

与直觉相悖的是，如果直接按照上述公式，通过地产成交数据等数据匡算居民信贷规模，

会发现在绝对数量上完全无法拟合。 

与直觉相悖的是，如果直接按照上述公式，通过地产成交数据等数据匡算居民信贷规模，

会发现在绝对数量上完全无法拟合。 

通过地产成交数据计算的新增信贷在 13-17 万亿的规模，但实际上居民信贷一年新增量最

多不超过 8 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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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套房 二套房

·2008.10 央行调整最低首付比例至20% 2010.01 二套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40%

·2014.09 央行、银监会明确最低首付比
30%

2010.01 二套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50%

·2014.09 原则上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5%，
各地可向下浮动5个百分点

2012年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

2015.03 首付款比例不低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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