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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九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在
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
房租赁市场的通知》，12个城市被列
为试点城市。记者梳理发现，广州、
杭州、成都、郑州、沈阳、成都等 9个
试点城市已发布方案或介绍了方案
的主要内容，各地均着力加强承租人
权益保障。多地提出“购租同权”，从
落户、入学，向医疗、就业、社保等更
多社会福利领域拓展。

租赁房源更充足 将抑制房租过
快上涨

“增供给”是加快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的大前提，官方的这一“加法”操
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租赁市
场的房源数量；二是同步扩充租赁主
体的类型，即房源类型。

为多渠道筹集租赁房源，广州采
取了直接增加租赁用地投放和盘活
存量两种形式。首先，以招标、拍卖、
挂牌方式出让商品住房用地的，土地
溢价率超过一定比例后，由竞价转为
竞自持租赁住房面积；其次，允许将
商业用房等按规定改造成租赁住房。

武汉则采取了按比例配建租赁
住房的方式增加供给，在中心城区商
业、办公密集区域周边或者工业园
区、产业园区集中区域，选取合适新
房，按比例(约为10-20%)配建租赁住
房。

在扩充租赁主体方面，郑州提
出，要发挥国有住房租赁企业的引导
作用，2020年前，国有租赁平台企业
持有的住房租赁房源将占全市增量
的20%左右。

南京则为新型租赁主体的培育
设置了具体目标，2017年，国有规模
化住房租赁企业不少于 14 家，民营
和混合所有制试点企业不少于 4家，
房地产经纪机构试点不少于 2家；同
时还将成立住房租赁管理联盟。

“随着更多更靠谱的租赁房源入
市，将对房租的过快上涨起到一定抑

制作用。”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
析师张波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
说：“房源全纳入，未来租房更容易、
省心、少走路。”

试点城市已发布的方案中，均涵
盖了搭建政府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
台这一重要内容，杭州更率先宣布将
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合作搭建全国
首个智慧住房租赁平台，最快于 9月
底前上线。

据了解，建成后的杭州住房租赁
监管服务平台，将实现租赁环节、租
赁房源、租赁信息“三个全”的目标。
即实现供应主体、租赁合同网签、评
价信用体系租赁环节的全覆盖；实现
国有租赁住房、长租公寓、开发企业
自持房源、中介居间代理房源、个人
出租房源的全纳入；实现企业、人员、
房源、评价、信用等信息的全共享。

“具体的应用场景和体验流程，
还有待杭州主管部门出台细则和规
范。”蚂蚁金服工作人员对中新网记
者表示，目前，相寓、自如、房天下等
多家品牌公寓已经引入芝麻信用，符
合一定芝麻分要求的用户可享受押
金减免、月付房租、免佣租房等权益。

租赁环节全覆盖、房源全纳入、
服务一体化是各地搭建服务平台的
基本原则。

如南京提出，打造房源信息发布
“一张网”，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多渠
道、无差别、全覆盖、全业务、全过程
的便捷服务；广州要求，推广线上线
下租赁服务一体化，实现现代租赁产
业链条信息的全方面交互；佛山也表
示，将整合各租赁企业的租赁管理系
统，提供信息发布，房源核验和网上
备案，居住信息申报等服务，同时，对
个人承租住房租金支出给予有关优
惠。

红黑名单等手段加强监管 推进
月付房租模式

针对杭州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

台，有两个体系值得期待：首先是评
价体系，租赁主体可在租前、租中、租
后，进行多维度、多阶段互评，包括买
卖双方对经纪人服务的评价、租客对
房屋状况和房东的评价、房东对租客
收房以及缴费行为的评价等；其次是
信用体系，信用好的房东会获得更多
租客青睐，信用好的租客不仅能免押
金租房，还有可能按月缴纳房租。

不仅是杭州，成都、南京等地同
样提到了信用体系建设

比如，成都就将在全市统一的住
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中，搭建各类住
房租赁市场主体的信用管理体系，设
置“红名单”和“黑名单”制度，通过公
示形成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机制。

无独有偶，南京也要求健全住房
租赁企业、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信用

“红名单”、“黑名单”分类管理制度，
将信用记录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对诚实守信、规范经营的租赁主
体，优先享受优质服务和支持政策；
对存在违规行为的中介机构，将其纳
入租赁平台黑名单，对外公示，对严
重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

在严跃进看来，信用评价体系能
让之前的不可能变为可能。“在一个
互联网信用查询体系建立后，按月缴
纳租金模式才能推进，甚至可以免租
金。或者说，承租人可以灵活采取不
同的租金支付方式，大胆引入按揭租
房模式。”

购租同权 租户可享入学、医疗
等更多权益

一个多月前，广州就承租人子女
就近入学提出“租购同权”。随后，包
括不在试点 12 城内的北京、无锡等
地也发文明确承租人子女就近入学
的权利。

伴随租房市场的改革浪潮，承租
人还能享受到哪些权益？对此，南京
提出，非本市户籍承租人持已备案的
房屋租赁合同可作为合法住所证明，
申领居住证；本市户籍承租人子女，
按照南京市学前、义务教育阶段招生
入学政策接受教育。同时，逐步实现
购租同权，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计划生育、公共卫生、健康促
进、基本养老、就业服务、社会保障、
社区事务、科技申报、住房保障和公
积金提取等方面。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近一年多时间里，已有近
30个省市出台了有关住房租赁市场
的政策内容。张大伟认为，“对楼市
调控来说，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
度，不仅是房地产长效调控的机制之
一，长远来看，还能减少非理性购房
需求，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

九城租赁试点方案亮相
购租同权扩围

国务院近日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对住房保障等八大领域列出了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为更好保障民
众住有所居，《规划》提出了两项发展目标：到2020年，城镇棚户区
住房改造累计达到2000万套；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达到
585万户。

积极推进实物保障与租赁补贴并举
近年来，公租房已成为解决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无房职工以及在城镇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住房问题的有
效途径。

《规划》提出，转变公租房保障方式，实行实物保障与租赁补贴
并举，推进公租房货币化。支持公租房保障对象通过市场租房，政
府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给予租赁补贴。完善租赁补贴制度，结合市
场租金水平和保障对象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租赁补贴标准。

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住建部相关负责人在解
读时表示，要督促各地合理确定准入条件，切实将新就业无房职工
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各地要根据实
际情况，合理确定保障对象住房困难、家庭收入（财产）的具体标
准，积极改善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和青年医
生、青年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住房条件”。

另一方面，《规划》要求合理确定住房价格。依据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保障对象的承受能力以及建设成本等因素，合理制
定、调整保障性住房价格或租金标准。

因地制宜做好货币化安置
针对棚户区改造，《规划》提出，要将棚户区改造与城市更新、

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快推进集中成片棚户区和城中
村改造，有序推进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危旧住房和非成套住房改
造，棚户区改造政策覆盖全国重点镇。

据介绍，2016 年全国已完成 600 万套棚户区改造开工任务，
2017年计划改造600万套。目前，2017年600万套棚改任务已分解
到市县、落实到项目。

在支出责任方面，《规划》明确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的出资方
有三个方面：政府给予适当补助；企业安排一定的资金；住户承担
一部分住房改善费用。

伴随棚户区改造的推进，一些“新难题”暴露出来。上述负责
人指出，一方面，棚改难啃的“硬骨头”项目越来越多，城中村改造
项目占比越来越大，资金筹措压力加大；另一方面，随着房地产市
场的分化加剧，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要进一步强化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

为达到2020年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累计达2000万套的目标，
“十三五”期间，棚户区改造还祭出了诸多举措，《规划》中屡屡提及
货币化安置。上述负责人列举了货币化安置的3个优点：效率高，
动迁居民“出棚”就可以“进楼”，免除了在外过渡安置之苦；其次，
有利于化解房地产库存，还可以拉动当年消费；第三，可较快地改
善城市面貌，增强发展支撑能力。

上述负责人认为，棚改货币化安置要“因地制宜”。对于商品
住房库存量大、市场房源充足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城要基本实现货
币化安置；而商品住房库存量小、市场房源不足的市县，棚改货币
化安置工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安排。

提高4类重点对象户均补助标准
不可否认，农村危房改造是解决农村地区基本住房保障的重

要手段，2008-2016 年，中央累计安排补助资金 1824 亿元，支持
2311万户贫困农户改造危房。

谈及农村危房改造的重点，《规划》明确要优先帮助住房最危
险、经济最贫困农户解决最基本的住房安全问题。

可见，农村危房改造的支持措施将更有针对性。《规划》要求，
从今年起，中央财政集中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4类重点对象，并提高户均补助
标准，各地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完善分类补助标准。

在出资方面，《规划》要求农村危房改造应由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地方财政给予资金支持、个人自筹等
相结合。

住房保障服务清单发布
多举措保障住有所居

近日，住建部、财政部、央行联合印
发《全国住房公积金2015年年度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这也是全国第二次对
住房公积金信息进行全面公开的披露。
信息量很大，赶快看看!

这份涵盖31个省份和建设兵团的
公积金“国家账本”显示，2015年发放个
人住房贷款312.50万笔、11082.63亿元;
全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14549.46亿元，
比上年增长12.29%。

1、机构
年末，部、省两级住房公积金专职监

管人员共135人。
全国共设有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342个。
目前，各城市主要受托银行为工商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
通银行等商业银行。

2、缴存
全年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231.35万

个，实缴职工12393.31万人，分别比上年
净增 24.85 万个、515.92 万人，增长
12.03%和4.34%。

全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14549.46亿
元，比上年增长12.29%。年末，住房公积
金缴存总额 89490.36亿元，缴存余额
40674.72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19.56%和9.79%。

3、提取
全年住房公积金提取额10987.47亿

元，比上年增长44.92%;占全年缴存额的
75.52%，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提取
总额 48815.64 亿元，占缴存总额的
54.55%。

“十二五”期间，住房公积金提取额
34059.53亿元，年均增长29.32%。

对你很重要
公积金最新报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