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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期中國大陸「房鬧」事件觀察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系兼任助理教授王占璽主稿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放緩、房市政策緊縮，市場供需失衡下地產商

降價求售，卻引起已購房者群起抗議、退訂，甚至發生暴力衝突，

出現只准房產上漲不准跌價的亂象。 

 「房鬧」事件反映中國大陸一般民眾面對長期經濟增長逆轉時的

反彈及不安，不僅無法承受資產損失，背後隱藏的是高槓桿、龐

大家庭債務的問題。 

 

今年 5 月以來，「房鬧」成為中國大陸社會的新興熱詞。房

地產建商在經濟發展趨緩、房市政策緊縮、市場需求降低的環境

下，開始透過降價求售維持生存；然而，對於較早以高價購入房

產的民眾來說，建商降價造成房產行情下滑，進而使房地產投資

者承受重大損失。而不甘受損的民眾以鬧事方式向建設公司抗議，

並要求建商不准降價、退房或賠償，就是「房鬧」。據悉，在上

海、長沙、鄭州、天津、廈門、合肥、貴陽、杭州等多個一二線

城市，都開始出現房鬧事件；在山西上饒市，民眾房鬧甚至形成

嚴重的暴力衝突。 

近半年來房鬧現象頻繁出現，其背景是過去幾年以來城市房

價的快速上漲，以及今年年中開始在各地出現的房價快速起伏。

2008年中國大陸政府為確保 8%的經濟成長率，實施擴張財政、

寬鬆貨幣、提高基礎建設投資等政策，使大量資金流入土地與房

產市場。2015年陸股暴跌後，民間投資熱錢開始尋找新標的，而

在政府推動城鎮化、推動「去庫存」刺激房市成長的政策背景下，

房地產開發商積極投入土地買賣與住房銷售，創造出一波房價持

續上漲的榮景。隨著各地房價的持續攀升，房價「只漲不跌」、

房產投資「穩賺不賠」儼然成為投資者的堅定信念，而各地的炒

房投資則持續助長了房價泡沫的擴大。 

面對房價持續上漲的風險，中國大陸政府在 2016 年起開始

提出「房住不炒」（「房子是用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政策，並要求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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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房市進行調控。此後，控制城市房價的漲幅成為政府重要

的政策方針，並被列入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然而，各種以價

格管制為目標的調控政策，包括限購、限貸、限價、限售，以及

控制新建住房價格等措施，反而創造出投資者的套利空間，助長

了投資者蜂擁投入房市的熱潮。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由於希冀房

價帶動土地價格、創造地方周邊產業發展等因素，也在實施房市

調控政策上時緊時鬆，更強化民眾對於房價的投機心理。 

7月31日，習近平在政治局會議中提出「堅決遏制房價上漲」

的經濟工作要求。相較於過去強調「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表述

方式，對房價控制的政策口徑明顯縮緊。與此同時，2018年各地

方政府則持續出臺超過 400個房價調控政策，以達成中共中央的

政策目標。而在 12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提出 2019年的重點任務

安排時，持續強調要以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為目標，促進房

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官方穩控房價的政策似乎略有成效。從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9-11月發佈的數據指出，在北京、上海、深

圳三個一線城市中，新建住房及二手住宅的價格開始出現微幅下

滑。而就全部一、二、三線城市而言，整體房價雖仍有上升，但

漲幅大致低於去年。 

然而，抑制房價的政策卻對地產開發商帶來龐大壓力。過去

幾年地產開發商透過各種財務槓桿及融資管道，以高負債模式投

入房產市場，並且透過快速成長的房市獲取利潤。而在今年以來

面對中國經濟成長趨緩、政府降低各行業負債率及銀行收緊融資

的外在環境，地產開發商的財務壓力迅速增加。如房產巨頭「萬

科」便公開表明中國大陸房市轉折點已經來到，萬科也只能以「活

下去」作為最終目標。 

在此壓力下，許多建商不得不透過降價求售的方式回收資金，

在一些建案中，降價的幅度甚至達到 50%。而在房價高點購入房

產的民眾中，除了希望藉由房產炒作牟取利潤的投資者之外，還

有更多在房價過高時購屋而承擔高額負債的一般家庭。他們往往

原本對房市持續上漲有高度投資信心，或是擔心房價繼續上漲終

將無力購屋，因而透過高額借貸購入房產。而房產降價無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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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累積財產快速縮水，甚至可能因此負債，由此便引發出各地

頻傳的房鬧事件。 

持平而論，從市場經濟的一般運作規律來看，房地產作為一

種商品，自然隨著供需原則與價格機制。而投資房產也必須承受

投資風險。因此，民眾因房價起伏造成投資損失而聚集鬧事，也

未必能得到一般輿論的支持。然而，耙梳中國大陸房產市場的起

伏過程，也可以發現其房價此前的持續高漲，以及今年以來的快

速趨冷，固然是房市泡沫逐漸走向破滅的必然路徑，但同時也是

政府持續對市場進行過度的政策干預，而未能讓其回歸自然供需

平衡的結果。而在房地產投資已佔中國大陸家庭資產的七成，而

房產業具有產業火車頭的特性，也牽動地方財政、銀行貸款與企

業投資的穩定。另一方面，在目前經濟成長趨緩、美中貿易衝突

的的大環境下，房市泡沫破滅與房產業蕭條的影響，也恐將為中

國大陸帶來更複雜的經濟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