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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石
本刊评论员

住房是人生存之所，发展之基。古人云，“ 宅者人之

本”、“人因宅而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安居 乐业。

住房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 大人民

群众的一项基本生活保障。住房问题事关国民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加快健全住房保障制度，是推动

建设和谐社会的必 然选择。

我国的住房政策经历 了政府福利分配到全面市场化 ，

以 市场配置为主、政府保障兜底的过程。1998年，我国 开

始对城镇住房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推

进住房商品 化、社会化。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低收入家

庭以 房改价购买 了原住公房，一部分家庭购买 了 经济适

用住房。因 当时住房整体水平不高，住房矛盾并不突出。

2003年之后，受 多种因素影响，商品 住房价格开始 上涨，

住房困难问题逐步显现，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问题

日益突出。2 007 年，国务院出台 了《 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

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

，在强调市场配置为主的同时，

将住房保障工 作放到 更加 重要的位置。2008年，为应对国

际 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和改善民生，国家开始启动 大规模

保障性住房建设。2011 年至 2013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累计开工 2500 万套，基本建成 1500 多万 套。截至2013

年底，全国累计解决了 34 00 万户城镇家庭的住房困难。此

外，还有近40 0 万户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享受 了政府

发放的廉租住房租赁补贴。中央财政不断加 大保障房建

设资金投入力 度，从 2007年到 2014年，中央财政年度资金

补助规模由 72亿元增加至 1980亿 元。“十二五”规划提出，

到“十二 五”末，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 达到 20% 左右，

2013年—2015年，将再基本建成约 1500 万 套、新开工 1800

万套左右，从 而完成开工 3600万套的任务。

经过不断探索，我国基本形成面向不同住房困难群

众、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相结合的住房保障制度，并逐步

确立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由地方负责、中央给予支持的工作

机制，明确 了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土地、财税和信贷支持

政策。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廉租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以 及棚户区改造的办法。

201 1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

和管理的指导意见》，系统性地总结 了我国的住房保障政

策。《 城镇住房保障条例》正在研究制定，将进一步完善保

障性住房的规划建设、轮候 分配、运营管理、退出机制等

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群众住房问题是一项长期

任务，还存在着住房困 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

保障性住房总体不足、住房资源配置 不合理不平等等问

题。人民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 须下更大

决心、花更大气力 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加强建设保障性安居工 程，各级财政要予以 大力保障。在

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时，要继续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调动

社会各方面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保障性

安居工 程建设，并综合运用土地、税费、金融等政策。同

时，保障房不仅要“建多”、“建好”，更要“分好”、“管好”。

正如 李克强总理所强调的要“把公平公正分配放在更加 突

出的位置”。保障房的分配关系到政府的公信 力，如 果把

握 不好公平这杆秤，保障房就难以 发挥应有的作用。公 开

是最好的“防腐剂”，保障房作为公共资源，房屋分配要实

行全过程公 开、全社会公 示、全方位监督，使一切行 为都

在阳 光下实行。这要求立法上进一步完善和严格落实申

请、审核、公 示、轮候、复核等制度，加 强住房城乡建设、

民政、公安、金融等部门的信息沟通，建立健全保障房审

核体系。审核和分配保障性住房都要公 开公 示，实行公 开

摇号、顺序选房的办法。另 外，合理确定保障性住房退出

条件和办法，打掉保障性住房的牟利空间，防止权力寻租，

使有限的保障房良性循环 ，惠及更多困难家庭。

居者有其屋，是千百年来的社会理想。我们相信，随

着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力 度

的不断加大，会有越来越多的百姓成为住房保障政策的受

益者，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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