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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住房公积金市场深度评估与市场全景评估报告》报告中

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

以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

业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

，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

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和

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对等缴存的长期住房储蓄。  2017-2021

年，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额整体规模不断扩大，增速保持在11%-13%，依此预测，未来我国

住房公积金缴存规模将继续保持12%的速度增长，到2027年，有望达到5.76万亿元。     报告目

录：  第1章：住房公积金行业综述及数据来源说明  1.1 住房公积金行业界定及性质  1.1.1 住房

公积金的界定  1.1.2 住房公积金性质  1.2 住房公积金特点及缴存范围  1.2.1 住房公积金特点 

1.2.2 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  1.2.3 住房公积金缴存主体及标准  1.3 住房公积金行业监管规范体系 

1.3.1 住房公积金专业术语说明  1.3.2 住房公积金行业监管体系介绍  1、中央住房公积金行业主

管部门  2、中国地方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  1.4 本报告研究范围界定说明  1.5 本报告数据来源及

统计标准说明  1.5.1 本报告权威数据来源  1.5.2 本报告研究方法及统计标准说明     第2章：全球

公共住房金融制度研究及经验借鉴  2.1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研究及经验借鉴  2.1.1 新加坡中

央公积金制度形成的经济和社会背景  2.1.2 新加坡现行居民住房供给体系  2.1.3 新加坡中央公

积金制度的运作流程和管理方式  1、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缴纳  2、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提取 

2.1.4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体系的现状  1、新加坡中央公积金会员人数  2、新加坡中央公积金账

户金额  3、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各子账户发展现状  2.4.5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对中国公积金制

度改革的启示  2.2 德国公共住房金融制度研究与经验借鉴  2.2.1 德国居民住房体系发展历程 

2.2.2 德国现行居民住房体系  1、德国居民住房的持有者结构  2、德国居民住房市场的供给结

构  2.2.3 德国住房金融体系的构成  1、德国住房金融体系概述  2、德国公共住房金融机构  3、

德国民间住房金融机构  2.2.4 德国住房储蓄银行的业务流程  2.2.5 德国公共住房制度对中国公

积金制度改革的启示  2.3 美国公共住房金融制度研究与经验借鉴  2.3.1 美国住房金融制度的演

变历史  2.3.2 美国现行居民住房体系  2.3.3 美国现行住房金融体系  1、美国住房金融一级市场 

2、美国住房金融二级市场  3、美国住房金融监管市场  2.3.4 美国住房金融体系的具体运作流

程  1、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基本运作模式  2、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基本流程  2.3.5 美国公共

住房制度对中国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启示  2.4 日本公共住房金融制度研究与经验借鉴  2.4.1 日本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程  2.4.2 日本现行居民住房供给体系  1、日本现行住房供给体系构成  2、

日本公共住房提供机构  3、日本公共住房管理机构.  2.4.3 日本现行公共住房金融体系  1、日本



现行公共住房金融体系概述  2、政府公共住房金融机构  3、民间商业住房金融机构  2.4.4 日本

公共住房金融业务运作模式  2.4.5 日本住房金融发展对中国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启示     第3章：

中国住房公积金行业管理机制及模式分析  3.1 中国住房公积金体系发展历程  3.1.1 中国城镇居

民住房体系发展历程  1、福利公房阶段（1949-1978年）  2、住房制度改革探索阶段

（1979-1997年）  3、商品房全面市场化发展阶段（1998-2016年）  4、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阶

段（2017年至今）  3.1.2 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演变历史  1、试点探索阶段（1991-1993年）  2、

全面推行阶段（1994-1998年）  3、法律制度框架确立阶段（1999-2002年）  4、住房公积金体

系发展壮大阶段（2003年至今）  3.2 中国住房公积金行业管理机制分析  3.2.1 中国住房公积金

管理制度的作用  1、弥补住房市场失灵  2、政策性住房金融  3.2.2 中国住房公积金行业决策机

制分析  3.2.3 中国住房公积金运行业行机制分析  1、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具体运作  2、代理银

行专户存储  3.2.4 中国住房公积金行业监督机制  1、外部监督  2、内部监督  3.3 中国住房公积

行业管理模式分析  3.3.1 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北京）  1、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概述  2、公积

金中心主导模式的归集业务  3、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的贷款业务  4、公积金中心主导模式的

会计核算业务  3.3.2 银行主导模式（上海）  1、银行主导模式概述  2、银行主导模式的归集业

务  3、银行主导模式的贷款业务  4、银行主导模式的会计核算业务  3.3.3 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

作模式（南京）  1、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概述  2、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的归集

业务  3、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的贷款业务  4、公积金中心与银行合作模式的会计核算

业务  3.4 中国住房公积金行业管理模式的优势  3.4.1 组织管理架构的稳定性  3.4.2 资金风险的

可控性  3.4.3 增值收益分配的目标性  3.5 中国住房公积金行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3.5.1 中国住房

公积金行业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1、缺少完善的住房公积金管理  2、管理机构职能未能得到

发挥  3、内控制度有待完善  3.5.2 中国住房公积金行业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1、制度落实存在

差异  2、制度运行存在缺陷  3.6 中国住房公积金行业重点业务管理分析  3.6.1 中国住房公积金

的归集管理分析  1、改革全国公积金管理模式  2、完善政策，促进归集工作开展  3、创新宣传

方式，提高社会认知度  4、强化催缴机制，形成扩面合力  5、信用公开，加大失信惩戒力度  6

、健全服务体系，提升软硬件服务水平  3.6.2 中国住房公积金的贷款管理分析  1、住房公积金

贷款风险分析  2、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管理  3.6.3 中国住房公积金的会计核算管理分析  1、管

理模式  2、管理内容  3、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4、会计核算问题的对策  3.7 中国住房公积金行

业管理实践与创新探索  3.7.1 住房公积金管理模式创新  1、创新完善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

、创新专业的住房公积金监管部门  3.7.2 住房公积金运作机制创新  1、创新住房公积金运作机

制  2、完善相应的资本金制度  3.8 大数据背景下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与服务创新  3.8.1 大数据给

住房公积金管理与服务带来的影响  1、对管理理念的影响  2、对管理模式的影响  3、对服务方

式的影响  3.8.2 大数据时代住房公积金信息化管理与服务现状  1、办理方式多元化  2、信息共



享提效率  3、业务办理显优势  4、档案管理电子化  3.8.3 大数据时代住房公积金管理与服务创

新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  1、大数据时代住房公积金管理与服务创新存在的问题  2、住房公

积金信息化管理存在问题的对策     第4章：中国住房公积金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4.1 中国住房公

积金行业发展现状/特点分析  4.1.1 管理机构建设得到新加强  4.1.2 业务运行质态实现新突破 

4.1.3 社会经济效益获得新提升  4.1.4 制度改革完善取得新进展  4.2 中国住房公积金行业业务运

行状况  4.2.1 中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1、中国住房公积金缴存规定  2、中国住房公积金缴存

规模  3、中国住房公积金缴存区域分布  4、中国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类型分布  4.2.2 中国住房

公积金提取情况  1、中国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定  2、中国住房公积金提取规模及提取率  （1）中

国住房公积金提取人数及占比  （2）中国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及占比  3、中国住房公积金提取

区域分布  4、中国住房公积金提取用途分析  （1）租赁住房和老旧小区改造  （2）购房/装修

及房贷偿还  （3）离退休等提取  4.2.3 中国住房公积金贷款情况  1、中国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 

2、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情况  3、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情况 

4.2.4 中国住房公积金购买国债情况  4.3 中国住房公积金业务收支及增值收益情况  4.3.1 中国住

房公积金业务收入  4.3.2 中国住房公积金业务支出  4.3.3 中国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4.3.4 中国住

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  4.3.5 中国住房公积金管理费用支出  4.4 中国住房公积金风险情况  4.4.1

个人住房贷款风险情况  4.4.2 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风险情况  4.5 中国住房公积金

社会经济效益  4.5.1 缴存群体进一步扩大  4.5.2 支持缴存职工住房消费  4.5.3 支持保障性住房建

设  4.5.4 节约职工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第5章：中国重点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营现状分析  5.1 中

国省市住房公积金总体发展状况分析  5.1.1各省市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总体概况  5.1.2 各省

级行政单位住房公积金发展规模  5.1.3 各省级行政单位住房公积金发展增速  5.1.4 各省级行政

单位住房公积金发展结构  5.1.5 各省级行政单位住房公积金资金利用率  5.1.6 各省级行政单位

住房公积金资金效益  5.1.7 各省级行政单位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  5.1.8 重点城市住房公积金高

质量发展总体概况  5.2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行业运营状况分析  5.2.1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行业发展

环境分析  1、政策环境  2、房地产环境  3、居民收入  5.2.2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行业机构概况  1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5.2.3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情况  1、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2、北京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  3、北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情况  4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购买国债情况  5、北京市住房公积金资金存储情况  6、北京市住房公积

金资金运用率  5.2.4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收支及增值收益  1、北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收入  2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支出  3、北京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4、北京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

益分配  5、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费用支出  5.2.5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资产风险状况  1、北京市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风险状况  2、北京市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

风险状况  5.2.6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社会经济效益  1、缴存业务  2、提取业务  3、贷款业务  4、



住房贡献率  5.2.7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行业运营状况评价  5.3 上海市住房公积金行业运营状况分

析  5.3.1 上海市住房公积金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政策环境  2、房地产环境  3、居民收入  5.3.2 

上海市住房公积金行业机构概况  1、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5.3.3 上

海市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情况  1、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2、上海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情

况  3、上海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情况  4、上海市住房公积金购买国债情况  5、上海市住房公积金

资产证券化情况  6、上海市住房公积金资金存储情况  7、上海市住房公积金资金运用率  5.2.4 

上海市住房公积金业务收支及增值收益  1、上海市住房公积金业务收入  2、上海市住房公积

金业务支出  3、上海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4、上海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  5、上海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费用支出  5.2.5 上海市住房公积金资产风险状况  5.2.6 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社会经

济效益  1、缴存业务  2、提取业务  3、贷款业务  4、住房贡献率  5.3.7 上海市住房公积金行业

运营状况评价  5.4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行业运营状况分析  5.4.1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行业发展环境

分析  1、政策环境  2、房地产环境  3、居民收入  5.4.2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行业机构概况  1、住

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5.4.3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情况  1、深圳

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2、深圳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  3、深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情况  4、深

圳市住房公积金资金存储情况  5、深圳市住房公积金资金运用率  5.4.4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业务

收支及增值收益  1、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业务收入  2、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业务支出  3、深圳市住

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4、深圳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  5、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费用支出 

5.4.5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资产风险状况  5.4.6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社会经济效益  1、缴存业务  2、

提取业务  3、贷款业务  4、住房贡献率  5.4.7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行业运营状况评价  5.5 杭州市

住房公积金行业运营状况分析  5.5.1 杭州市住房公积金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政策环境  2、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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