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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透露我国未来住房调控重点

政府将调控大城市房屋租金
“我们目前调控的重点就是，要把不是当下马上需要居住来购买房子的这部分消费者往后排一排。”昨日上午，本报记者参加

了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主题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房地产市场调控”记者会。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沈建忠等接受了记者采访。

星报两会行特派记者组 王松青 祝亮俞宝强
热点

记者：请齐部长从住建部本身的职能

来谈一下，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

房地产调控要加强长效机制的建立谈一

下，下一步住建部应该如何作为。

齐骥：最近几年，住房需求持续走

高，我们分析下来，这里不乏有一些从目

前的情况看是属于不合理的需求。有的

购房者买到房子是为了解决自己无房住

的问题，有的购房者买了房子是为了改

善他目前住房条件很困难的情况，大家

经济条件好了一些，有希望改善住房条

件的这种强烈愿望，所以他买房子是为

了改善自己的需求。

但是还有不少买房人，既不是为了解

决他当前无处可住，也不是为了改善他的

住房条件，可能这里面有的是考虑到通胀

预期，为了增值保值，使自己的财富不缩

水，还有的是想通过房地产的交易来得到

一些利润，这是当前一些不合理的住房需

求。所以我们目前调控的重点就是要把这

些不是当下马上需要居住来购买房子的这

部分消费者往后排一排。

需求不急的购房者要往后排队

记者：我想问的也是房价的问题，中

国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也非常高，请

您谈一谈这个问题现在到底有多严重？

齐骥：房价问题，大家都关注，这确实

是跟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最

近我也看了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抽样调查

资料，中国城市居民89%拥有住房，其中

约12%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原来的私有住

房；有40%多一点是计划经济时代建的宿

舍，最后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变成职工个人

的房产，我们叫房改房；其他不到40%一

点是居民通过市场购买的商品住房。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城镇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口

流动迁徙的过程，工作可以去异地，但是

住房是不动产，不能像换工作那么容易，

不能像坐火车和飞机就能到一个新地

方。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就存在一个住房

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使得一些新市民、新

就业职工，面对着很高的房价无可奈何。

九成中国城市居民拥有住房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内，国内部分城市

租金上涨比较明显，住建部对此有什么看

法，下一步会有什么解决办法？

沈建忠:下一步的措施，我想租金的调

控应该也是房价调控的一部分。政府将

调控大城市房屋租金。首先，各级政府、

各个部门都有责任来重视这项调控的工

作。

第二方面，要加大供应。租赁的需求

应该是一个刚性的需求，调控要更多地强

调增加供应。

第三方面，我们要加强市场监管。

近期租金上涨的特点包括：主要集中在

一些热点城市、重点城市、大城市；一些中小

套型的普通住宅；在特定的区域，包括一些

地铁的沿线和一些学区即有重点学校的周

边地区，这些地方的房租涨得比较快一些。

我们将利用城中村改造建设的安置房、回迁

房，给农民补偿以后，鼓励有两套三套的人，

把多余的房子拿到租赁市场上来。

房租调控是房价调控一部分
记者：大量推出保障房对于房地产市

场是如何来影响？保障房建设未来是否依

然严峻呢？

齐骥：国家近年将提供这么大批量的

公共租赁住房，住房市场的供需矛盾将会

得到大大缓解。我想对于市场来讲，应该

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我们预期在“十三五”第一年或者第

二年的时候，我们城镇居民的住房结构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将会有 20%以上的

家庭的住房是通过政府的保障或者政策

支持来解决的。“十二五”结束，不意味

着我们国家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的

结束，我们还会考虑根据届时的城镇化

发展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通过保

障性和政策性住房的供应，进一步扩大

保障范围，适当提高保障标准。这是我

们比较长远一点的考虑。

政府住房保障将惠及20%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