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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
赁住房的意见》印发，明确了
保障性租赁住房基础制度和
支持政策，提出扩大保障性租
赁住房供给，缓解住房租赁市

场结构性供给不足，推动建立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
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时至今日，保障性租赁住
房发展都取得了哪些成效？
倪虹介绍，从目前看，人口流
入较多的城市都有很高的热
情，陆续出台了具体实施办
法，落实土地、财税和金融等
方面的政策，着眼“十四五”时
期，研究确定保障性租赁住房
发展目标。

相关数据显示，在人口
流入较多的40个重点城市，
2021年已经筹集了保障性租
赁住房 94.2 万套，预计可以
解决近 300 万新市民、青年
人的住房困难，初步形成了
多主体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的良好态势。当前，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企事业单位、园
区企业、住房租赁企业等各
方面主体参与的热情还是比
较高。据统计，利用存量土
地和房屋建设的保障性租赁
住房达到了70%。

倪虹表示，2022年住建部
将继续大力增加保障性租赁
住房的供给。从目前的统计
看，全国将建设筹集 240 万
套，比去年有大幅度增长。

在张波看来，值得关注
的是，今年在促进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方面有了具体化
的数字目标，这有利于相关

政策落地。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不少地方提出了2022年筹集
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具体
量化目标。

例如北京提出，做好住房
供地保障，筹集建设保障性租
赁住房15万套；上海明确，将
建设筹措17.3万套（间）保障
性租赁住房；广东表示，新增
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不
少于25万套。

“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
房对地方财政要求很高，目前
提出具体化数字目标的城市
普遍是一线城市或新一线城
市，这些城市财政能力相对较
强，有充足资金支持这项工
作。”张波分析说。

如何实现“建设筹集240
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一
目标？倪虹表示，关键是要
抓好6个落实，分别是落实好
土地的支持政策、落实审批
流程的再造和简化、落实中
央补助、落实税费优惠政策、
落实水电气价格政策、落实
金融政策支持。

在落实金融政策支持方
面，倪虹介绍，目前，已经把保
障性租赁住房列入了城市基
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
基金试点；同时，对有关保障
性租赁住房的贷款将不纳入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的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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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运会火种交接欢迎仪式举行

2月25日，四川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简称“成都大运会”）火种交接欢迎仪式

在成都市金沙遗址博物馆举行。仪式现场，国际大体联副主席申震将今年1月在首届大运会举办

城市意大利都灵采集的火种递交给成都。图为火种交接欢迎仪式现场。

中新社记者 张 浪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王蒙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2022年要保持房地产市场平
稳运行。保持调控政策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政策
的精准性协调性。

过去一年来，我国房地产
市场情况如何？“2021年，在各
方面共同努力下，房地产市场
总体稳定。‘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成为社会
共识。我们稳妥实施房地产
长效机制，进一步落实城市主
体责任，强化省级政府监督指
导责任。”王蒙徽说。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商
品住宅销售面积达15.65亿平
方米，是近几年来的新高，同
比增长1.1%。房价涨幅有所
回落，去年70个大中城市，一
手房和二手房销售价格分别
上涨2%和 1%，涨幅比 2020
年分别回落1.7和 1.1个百分
点。此外，房地产开发投资保
持了正增长，去化周期处于合
理区间。

未来如何增强调控政策
协调性和精准性？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说，重
点是做到三个“加强”：一是
加强土地、金融和市场监管
等政策的协同，二是加强部、
省、市的调控联动，三是加强
对城市“一城一策”政策的指

导和监督。
倪虹还表示，要坚决有力

处置个别房地产企业因债务
违约引发的房地产项目逾期
交付风险。这项工作是以“保
交楼、保民生、保稳定”为首要
目标，以法治化、市场化为原
则，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属地政府管理责任，维护社
会稳定，维护购房群众合法
权益。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
院院长张波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相关表
述来看，2022年房地产政策还
将延续此前一贯的房地产调
控方向。

在张波看来，近期地方层
面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让
市场担心楼市可能出现过热
苗头，新闻发布会上“保持房
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相关
表态向市场释放出了明确信
号，即房地产调控政策大方
向没有调整，还是在原有方向
上推进。

今年以来,山东菏泽、重
庆、江西赣州的不少银行已经
将 首 套 房 首 付 比 例 降 至
20%。据统计,2022年以来,
全国超40城发布了各种力度
的房地产宽松政策。这引发
市场热议，猜测房地产调控政
策将会进一步放松。

值得注意的是，在保持调
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方
面，“保障刚性住房需求，满足
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这一
表述，被业内人士普遍视为政
策亮点。

关于保持调控政策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倪虹在新闻发
布会上提到，继续稳妥实施房
地产长效机制，把城市的主体
责任和省级政府的监督责任
落实好，保障刚性住房需求，
满足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
继续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保障”和“满足”的背后，
是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王蒙徽介绍，我国现在
仍然处于城市快速发展的阶
段，城镇的人口规模、家庭数
量仍在持续增加。目前，我国
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
1100万，住房的刚性需求比
较旺盛。

“同时，2000年以前建成
的大量老旧小区内的住房面
积小、配套差，质量也不高，群
众改善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
的要求都比较迫切。同时我
们也看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居
民改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
方面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
求。”王蒙徽说。

有受访专家还提到，随着
国家实行三孩生育政策，提倡
老人和子女同住养老，改善性
住房需求有望持续释放。

“相比刚性住房需求，针
对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政策友
好度有待提高。比如现在很
多地方‘认房又认贷’，对于有
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家庭来
说，卖掉一套再去买一套，可
能还是按照二套房的政策来
执 行 ，经济压力就相对较
大。”张波说。

张波预测，今年很多政策

将逐渐开始向改善型置业倾
斜，在首付比例、贷款利率等
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政
策来调整。需要注意的是，这
本身不违背“保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运行”的基调，因为这也
是在保障合理住房需求。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
大伟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也表示，房地产市场整
体政策依然只在刚需有相对
变化，最近多地出台的政策普
遍是针对刚需的微调，后期有
望出现更多针对改善性住房
需求的稳定政策。

事实上，针对改善性住房
需求，适度调整过于严格的限
制性政策已在进行中。2021
年年底，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
表示，现阶段，要根据各地不
同情况，重点满足首套房、改
善性住房按揭需求，合理发放
房地产开发贷款、并购贷款。

2021年，房地产市场情况如何？2022年，房地产相关政策将如何发力？未来如何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和运行？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就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不变
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明确
满足合理改善性住房需求

目标
建设筹集240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