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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与目前急速上涨的房价之间的差距 ,使得住房保障体系建

立和完善的要求日益突出。针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社会保障性住

房的特点 ,提出了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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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由于房价上涨过快 ,普通居民倾其所

有 ,或背负数十年巨额银行贷款买房 ,加重了生活

负担 ,这将最终导致贫富差距加大 ,影响社会公

平 ,危害社会的安定和谐。由此可见 ,住房问题不

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针对房

价上涨过快的现象 ,国家适时地做出了对房地产

市场进行调控的一系列决策 ,同时 ,为了建立与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住房保障体系 ,出

台了许多政策措施 ,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

住房保障面仍相对狭窄 ,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还

未形成 ,特别是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而言 ,买房

难、住房难的问题更为突出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

思考。

二、现有住房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 )经济适用房存在的问题

1. 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主体定位不明确

确定中低收入群体的数量是制定保障性住房

准入标准和供应计划的基础 ,是住房保障政策的

核心问题。国家目前的政策是最低收入者租赁廉

租房 ,中低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房 , 高收入者购

买商品房。由于定位不准确 ,政府对经济适用房

供应对象的设定范围过于宽泛 ,再加上对户型、购

买对象控制不严 ,从而导致“经济了富人 ,穷人无

力购买 |”的局面 ,与之相伴随还出现了一人多房

的现象 ,更违背了这项政策的初衷。造成这种现

象的主要原因是现阶段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出具的

证明太简单 ,购买者只要出具工资收入证明即可 ,

而目前个人资金管理、信用管理等宏观条件还不

完备 , 购买者收入的核实取证难度较大 ,无法区

分穷人和富人。况且 ,收入的信息通常具有分散

性、流动性和有偿性 [ 1 ]。分散性是指关于收入的

信息分散在每个人手中 ,政府很难全面把握。流

动性是指穷人和富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今天的

穷人明天可以变成富人 ,今天的富人明天可以变

成穷人。有偿性是指获取信息需要支付代价 ,有

时候获取信息的成本有可能大于经济适用房带来

的收益。由此造成政府很难给经济适用房的购买

主体明确定位 ,投在经济适用房的补贴自然而然

就会补给了不该接受补贴的人。

2. 经济适用房不经济

经济适用房建设错位 ,出现“经济适用房不

经济 ”现象。[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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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面积过大。各地对经济适用房单套建

筑面积都有规定 ,大多控制在 90平方米以下 ,但

由于经济适用房定价相对同区域内的商品房来说

较低 ,利润有限 ,于是大多数开发商只好将房屋面

积扩大 ,以此来降低成本。这既偏离经济房本意 ,

很多应受益人群被排斥 ,又造成许多投机和套购

行为。

其二是价格优势不明显。尽管经济适用房的

价格确实比商品房低一些 ,但是仍有许多市民表

示还是没有能力购买经济适用房 ,本来属于政策

照顾对象的中低收入者依然买不起房子。

其三是供求关系相对紧张。近年来 ,各地不

断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力度 ,但经济适用房土

地供应量大不等于投放量大。有些开发商补交地

价后将经济适用房的土地建成商品房 ,而仅有的

一些经济适用房又没有切实地投放到适当的买主

身上 ,中低收入者购房难的现象就更加明显了。

(二 )廉租住房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廉租对象覆盖面过于狭窄

根据目前的规定和各地的做法 ,廉租住房的

分配对象主要是具有城市户口的双困难户家庭 ,

即享受低保的同时人均居住面积低于某一标准的

家庭。这种比较狭窄的范围规定 ,在廉租住房体

系的培育初期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一个社会中总会存在有过渡性的“夹心 ”阶层 ,

我国的“夹心 ”阶层 ,目前主要是指家庭收入水平

和住房标准超过廉租住房保障范围 ,而又无能力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一些超越了最低收入

线的低收入家庭就属于这个范围。他们无力负担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首付款 ,属于目前住房体系

被忽略的一个阶层。另外 ,从目前的社会弱势人

群定义所覆盖的范围来看 ,随着社会的转型 ,城市

打工者、进城民工、城乡结合部土地被征后的农民

也是一个不可忽略新的住房弱势群体。这个群体

的形成不但有历史的因素 ,而且在中国这个二元

结构的社会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这个群体还

将不断地扩大。如果不对他们的住房问题给予充

分的重视 , 这将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冲

击 [ 3 ] ,而问题不及早地得到解决 ,拖的越久 ,越迟

延 ,所付出的代价也将越大。

2. 缺乏稳定的廉租房源和资金来源渠道

目前廉租住房资金来源渠道包括住房公积金

增值收益、财政预算、直管公房出售或出租收入、

社会捐赠等。由于房改后可用于出租的公房很

少 ,且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习惯的影响 ,社

会捐赠廉租住房资金的情形难成气候 ,因此各地

廉租住房资金主要表现在住房公积金增值收入和

财政拨款两项 ,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而仅靠

政府房管部门的财力 ,就难以长期支撑以市场价

购置廉租住房和租金补贴的资金支出。根据《城

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我国目前可提供廉租住

房的途径有四种 ,即空置的或现由最低收入家庭

承租的符合廉租标准的公有住房 ,政府和单位兴

建或购置的廉租住房 ,社会捐赠的符合廉租标准

的住房 ,廉租对象在社会上租住的符合廉租住房

标准的住房。实际上 ,这四种供房途径都同样面

临一个房源严重不足的尴尬局面 [ 4 ]。因此 ,与众

多需要政府提供廉租住房的家庭急迫的住房需求

相比 ,廉租房源的拓展与落实将成为廉租住房发

展的一个关键所在。

3. 缺乏社会力量参与的竞争机制

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 ,房地产开发公司不愿

承建廉租住房。廉租住房不同于商品房 ,也不同

于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商品住房可以获得较高利

润。建设经济适用住房 ,在房价中除了可以记入

1% ～3%的管理费外 ,还可以记入 3%的利润 ,可

以实现保本微利。廉租住房只能租给城镇最低收

入家庭居住 ,其租金实行政府限价 ,租金标准较

低 ,无法形成建设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 ,因

此 ,一般房地产开发企业从经济效益和自身的承

受能力出发 ,不愿从事廉租住房的开发建设。

三、完善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

体系的建议

(一 )制定相应的住房保障法规

国外如美国 、日本 、英国等 ,都制定了完善

的住房保障制度。我国目前还缺乏专门的住房保

障法规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应法规。

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住房保障法规 ,可

从立法上规定住房保障对象、保障标准、保障水

平、保障资金的来源、专门管理机构的建立以及给

一些骗取保障优惠的行为予以严惩等。各地方应

当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的实际 ,制定出地方性的住

房保障法规 ,严格制定住房保障对象的进入、退出

管理办法 ,规定当地居民收入发生变化以后 ,保障

措施也要相应的发生变化。比如原居住廉租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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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 ,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 ,就应当严令搬

出 ,必要时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予以配合。

(二 )在公共住房集中建设中推行代建

制模式

代建制 (BOT)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动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建设模式 ,在我国已在高速

公路、医院等建设领域逐步推行。公共住房作为

一种准公共产品 ,也可以探索代建制的建设模式 ,

有私人机构成立专门的项目公司 ,融资建房 ,向政

府认定的补助对象提供住房和相应的服务 ,经营

期满后 ,公共住房归政府所有。其优点在于 :对于

开发商而言 ,项目住户由政府指定 ,需求稳定 ,现

金流的大部分由政府补贴 ,投资风险相对较小 ,能

带来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甚至还可能获得其他

投资机会 ,如项目区域内一定土地的优先开发权 ,

用于社区的配套经营设施 ;对于政府而言 ,住房建

设往往需要大量的启动资金 ,而通过代建制动员

社会资本建设和营运公共住房项目 ,有助于降低

政府的财政补贴 ,同时避免自行投资建设中经常

出现的腐败、效率低下等问题。

(三 )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手段

银行的经营特点决定了中低收入家庭在购房

贷款上的困难 ,对这部分人最为适合的是采用政

策性住房贷款的支持手段。利用政策性住房贷款

利率较低或固定利率、偿还期长、首付款低、政府

担保等特点 ,帮助和引导居民到市场上购房 ,以缓

解建设保障住房的压力 [ 5 ]。在当前条件下 ,应充

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作用 ,从长远看应在目前住

房公积金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完善的政策性

住房金融体系。

(四 )严格申请、审批和退出制度

在廉租房制度建设上 ,要建立起一套严格的

申请、审批和退出制度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对象档

案 ,对廉租住房保障对象实施动态管理 ,保障政府

资源切实落实到最低收入家庭 [ 6 ]。如上海的廉

租房制度规定 :区廉租办对配租家庭的成员、住

房、收入等状况每半年进行复核。如果发现配租

家庭收入超过标准 ,或因人数减少 ,人均居住面积

超过 5平方米的 ,将通知其迁出廉租住房或者停

发补贴租金。同时政府应该建立长效监督体系 ,

对申请资格、审批条件加强监控制 ,定期复查 ,动

态管理 ,保证低收入群体致富后退租 ,以制度、法

规来保证廉租房的入住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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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and econom ical housing system,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 this arti2
cle puts forward advices on how to imp rove the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Key words: low2and m iddle2income fam ilies;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low2rent housing; econom ical hous2
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