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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版

住有所居不是梦想

今年建一千万套保障房

本届全国“两会”，保障房无疑是热点。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

要“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而具体的数字

指标则定在了“今年再开工建设保障性住

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共 1000 万套”。 昨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

“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房地产市场调控”专题

记者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在

回答媒体提问时就保障房资金来源问题作

了具体说明。

1000 万套保障房意味着什么？ 孤立的

数字或许并不足以让人完全体会， 而需要

另一个数据来进行对比观察。 那就是 2010

年全国销售商品住房的总面积约为 9.3 亿

平方米，算下来也就是 900 万套的样子。新

建保障房总量将在未来的一年超过去年商

品房的总量， 难怪有观察人士会评价其具

备了划时代的意义。 数字是很有理由让人

兴奋的，而在炫目的数字刺激过后，需要冷

静思考的问题可能依旧很多， 比如资金来

源———如此数量庞大的保障房建设计划，

谁来出钱？政府的任何一项惠民许诺，都必

须面对一个如何避免“无米下锅”的问题。

针对媒体和公众的疑问，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昨日的专题记者会

上作了进一步说明。 经过初步测算，1000

万套保障房的任务需要大概 1.3 万亿 -1.

4 万亿元的资金， 而其中有 8000 多亿元

要通过“社会机构的投入和保障对象以及

所在的企业筹集”来解决，剩余的 5000 多

个亿，则由中央和地方几级政府“通过各

种渠道来筹集”。 具体到这个由政府承担

的 5000 亿元， 则要通过政府财政预算、土

地出让净收益提成以及住房公积金等几项

常规途径来筹措，所采取的是“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思路。

人们当然希望这样一个目标能够如期

实现，不仅如此，还希望未来五年的 3600

万套目标也能够顺利实现， 让保障房的覆

盖率如愿达到 20%。但希望归希望，还是不

免会有所担心。 措施是在按部就班的基础

上加大了力度， 但是否足以保证美好愿景

的实现？ 细心的人可能会把另一组数据拿

出来比照。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日前参

加陕西团代表讨论时给出了“去年 580 万

套保障房未完成”的原因。概括起来便是两

条，一个是当初目标定得高了，另一个就与

资金滞后有关。 目标高不高这样的独特视

角， 一般总会出现在没有完成目标的情况

下。 暂且抛开这 580 万套保障房的欠账不

提，新的承诺要最终实现，可能还真需要点

非常规手段的思路拓展。

无论保障房数目字的多寡，其中牵涉的

从来都是一个政府责任问题。 既然这 1000

万套被欢呼成了“保障房的春天”，那么是否

有必要对其间的政府责任做必要的提醒？先

不谈政府责任在数目字提高后的加大问题，

起码应该更加明晰地划分其责任归属与实

现路径。靠“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这样的常规

思路，如何确信可以避免“580万套保障房未

完成”的再次发生？ 众所周知，现有的税负承

担与分享体制一直存在问题，使得地方政府

作为保障房建设主要资金筹措方往往有心

无力。 前日广东团人大代表在讨论《预算报

告》时便不由得热议起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

比例失调的问题，感慨“地方政府保民生，不

得不依靠卖地和负债”，内中困境可窥一斑。

更多更大的惠民承诺，当然需要政府承担更

重的责任，而最终确保这种政府责任落到实

处， 则可能需要更多一些制度层面的考量。

还有如何动员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这类收

效慢、收益少的项目，以及如何更坦然面对

公众投向地方政府巨大的“土地出让收益”

的目光？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保障房项目涉及

的不仅是简单的工程建设， 还必然包括更

公正的分配。在琐碎的日常公共生活中，频

繁进入公众视线的保障房分配弊案， 往往

也都是在资源分配的环节出了问题—————

保障房成为某些权力部门的福利项目，已

经不是少数城市的个别现象。 保障房究竟

如何才能确定无疑地到达真正需要保障的

群体手中，可能要比资金筹措还要棘手。下

决心开始做了， 那么所有的问题就必须要

面对。面对社会的民生需求，政府原本就应

该尽心做好分内的事，而且是说到做到。

（《南方都市报》）

根据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2011

年要建设保障性住房、 棚户区改造住房共

1000 万套，这得需要一大笔资金，如何保

障资金将直接关系 1000 万套是否能完

成。

3 月 8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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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

人详细解读了今年的“1000 万套保障房”

的资金来源及分配情况。

今年建保障房投资超 1.3万亿元

去年， 全国销售商品住房 9.3 亿平方

米，算下来大约 900 万套，没有今年保障房

的套数多。 另外，备受大家关注的《住房保

障法》初稿已形成。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到， 今年全国将计划新开工建设各类保

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 1000 万套。

住建部副部长齐骥介绍：“在拟定

1000 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目标任务时，

我们就对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筹集到足够

的资金，保障这一目标任务的完成，做了一

个大致的测算， 年度投资大概在 1.3 万亿

到 1.4 万亿之间，咱们暂且说是 1.3 万亿左

右。 ”

8000多亿元从社会中筹集

� � � �“完成今年 1000 万套的任务，有 8000

多亿是通过社会机构的投入和保障对象以

及所在的企业筹集来的。 剩余的 5000 多

亿的资金， 将由中央政府和省级人民政府

以及市县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来筹集。”齐骥

说。

他补充说，各级政府要拿出 5000 多亿

的资金， 主要是用于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

住房的建设， 当然也包括对低收入家庭发

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中央在保

障房建设中的财政补贴表述为：“中央财政

预算拟安排补助资金 1030 亿元，比上年增

加 265 亿元。各级政府要多渠道筹集资金，

大幅度增加投入。 ”

由此可见， 保障性住房的巨额资金还

需要靠地方政府去筹集， 这给地方政府的

压力有多大？ 地方政府如何保障资金的来

源？ 各地方政府也是想千方设百计。

今年中央代地方发行的 2000 亿元的

国债当中，地方要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特

别是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齐骥介绍， 这 1000 万套保障性安居

工程包括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 其中

有一部分是通过社会机构来开发运行，按

照相关的政策配售给保障对象， 比如说经

济适用住房， 还有一些城市今年要大规模

地建一些两限房。 限套型面积、 限销售价

位，就是两限房。“根据各地报上来的计划，

这两块加在一起，有近 200 万套，所需要的

资金投入大概在 5000 亿元上下。 ”齐骥说

公租房今年将建近 20万套

今年 1000 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

任务当中，除了棚户区改造、经济适用房和

两限房外， 还要新开工建设廉租住房 160

多万套、公共租赁住房近 220 万套。

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今后住房保障体系

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责无旁贷，

要提供建设条件。 比如说土地，原则上，公

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像廉租住房一样，由

政府无偿划拨。

公租房建设三种模式：

第一种 由政府出地、政府投资、政府

管理。像建设廉租住房一样，由政府无偿划

拨土地，由政府融资建设。

第二种 政府可以划拨土地，吸引社会

机构来参与建设，就形成了政府出地，企业

出钱， 主要用在一些用工比较集中的开发

区、产业园区，以及一些用工比较集中的大

企业。

第三种 政府拿出一部分土地，让各类

企业通过市场方式取得这些土地， 然后自

己去建设公租房，并拥有所有权。

棚户区改造投资约 5000亿元

齐骥表示， 今年 1000 万套计划中，

还有 400 万套左右是各类棚户区改造，

包括城市棚户区改造、 国有工矿棚户区

改造、 林区棚户区改造、 煤矿棚户区改

造，还有一些国有垦区棚户区改造。“对

于这一类政府主导的棚户区改造， 中央

政府、省级人民政府、市县人民政府都要

拿出一定的补助资金，其中，今年中央将

提供 400 亿元左右的资金支持， 省和市

县也要拿出一定的资金， 来补助和支持

这些棚户区的改造。 ”齐骥说。

另外，棚户区改造涉及的工业企业、工

矿企业、农场、林场以及参与改造的职工，

还要自筹一部分。 初步估算，400 万棚户区

改造所需要的年度投资， 也在 5000 亿左

右。 中央政府和省级、市级政府补助以后，

由工矿企业和被改造的职工筹集的， 大约

有 3400 亿左右。

地方政府如果住房保障政策执行不力

的话要问责， 现行的问责机制是如何规定

的，如果保障不力，将怎样问责、怎样保障

问责落到实处也是媒体和老百姓关心的问

题之一。“我们将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来认

真研究细化各地稳定房价、 推进保障性住

房建设的问题。然后提出怎么样考评、用哪

些指标来考评、 到什么样的程度要进行约

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要进行问责，我们

要会同有关部门拿出一套具体的办法来。”

齐骥说。

《住房保障法》初稿形成

2009 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

提出要尽快出台《住房保障法》的建议，并

将草拟的初稿递交人大， 在社会上一度引

起了强烈反响。

但过后《住房保障法》的进展一直不得

而知，今年两会上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对此，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

司长冯俊表示，《住房保障法》 是本届人大

立法规划里的项目， 这项工作从规划定了

以后， 我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紧锣密鼓

地调研和起草， 部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

初稿。

租金调控 是房价调控的一部分

春节后， 国内部分城市租金上涨比较

明显，租户感到一些经济压力。

对此， 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沈建忠

透露， 租金的调控应该也是房价调控的一

部分。 首先，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责任

来重视这项调控的工作。 出租房的租金政

府要调控， 北京要形成以出租房为主的住

房供应体系， 出租房的比例要达到 60%。

另外，还要加大供应。

住房租售比和国际上比较起来还处在

比较高的水平， 现在一线的大城市大部分

达到 1：500 以上， 所以理论上它有这种上

涨的空间。

（本报综合）

7 日，路透社发表题为《中国寄希望于保障房承诺》的文章，称保障性住房称

为今年中国人大会议的热点议题，中央政府已将保障房看成一项“政治任务”，买

房者称保障房计划带来了一些买房的希望。

去年，中国官员承诺建造 500 多万套保障性住房。

中央政府将保障性住房看成一项“政治任务”，而且说那些无法完成建设目

标的地方官员将被降职。但也有分析师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造出那么多保障房。

开发商不愿为低于市场回报率的利润开工建房， 黄金地块仍然被用于商业利润

丰厚的项目。

保障房建设目标要切实保障实现

《安顺日报》之周末版创办，是继《黔中早报》进入贵阳

后，本单位干部员工结合实际，推动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

新尝试。

创办《安顺周末》，有利于促进新闻改革，完善报系产

品，贴近市民群众，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黔中报业的优势区

域影响力。

《安顺周末》作为生活服务类城市周报，以信息沟通、

消费休闲、娱乐时尚为主要特色，我们将边办边改，满足不

同需求。

传播是媒体的重要分工。 足够的传播效果，是客户选

择媒体的唯一标准。有“舍”才有“得”。经集体研究，我们郑

重向企业家、投资者、工商户承诺———

《安顺周末》每期实际入市量确保在五万份以上！ 报

纸通过自主发行网络直投直送，遍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宾

馆酒店会所、各类专业市场、临街经营户和广大市民读者，

多层面、全方位覆盖黔中安顺！

杨梦龙同志为刊头题字，特此鸣谢。

来吧，朋友！ 携手《安顺周末》，创造美好生活！

住建部详解1000万套保障房资金来源

调控房价不力将制定具体问责办法

开版承诺

安顺日报社社长、黔中报业集团董事长 唐修品

美批量培养

哈利·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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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限购令

还需配套措施“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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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限购令实施有助于遏制非理性投资需求，遏制

房价过快上涨，但要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还需要全面

考虑引起房价上涨的各种因素，从约束货币、增加用地

供给等多方面同时助力。

“最笨”劫匪抢银行

4分钟砸防弹玻璃 19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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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搭配 彰显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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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已悄悄走进安顺城， 在美丽的季节和城市里，

你是否跟上了流行的脚步？

2011荷赛

摄影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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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届世界新闻摄影

比赛 (WPP)———“荷赛奖”获

奖作品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揭

晓。 南非女摄影师乔迪 - 比

波（Jodi� Bieber）的摄影作

品《阿富汗割鼻少女》选为年

度图片。

新闻热线：0853—8181000� �广告热线：0853—8181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