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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财政职能  扎实推进棚改

布局。三是支持完善配套。积极配合相

关部门，综合考虑道路、公交、绿化、休

闲、医疗、教育、社区服务等公共设施

及市政公用配套设施的现状和需求，合

理确定各类配套设施的种类、规模及空

间布局，促进公共资源的共享性和均衡

性。四是统筹实施推进。按照“四化”同

步、产城融合的要求，统筹推进住房建

设、产业集聚和城镇发展，通过对改造

项目的区位、市场潜力、城市空间布局、

环境和道路承载力等进行综合评价，将

棚户区改造与城市新区、产业园区建设

以及保障性住房、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有

机结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

注重财政政策市场引导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严格执

行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鼓励和扶持政

策，发挥土地、资金、税费等扶持政策

的综合效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财政

与市场的关系，积极运用市场机制，缓

解土地、资金等方面的压力，确保棚户

区改造顺利推进。一是加大资金投入。

省级财政设立棚户区改造以奖代补资

金，2014—2017 年 省 财 政 计 划 安 排 44

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其中 24

亿元专项用于棚户区改造，对改造力度

大、进展情况好的市县给予奖励，并对

财政困难地区予以倾斜。二是减轻税费

负担。对棚户区改造项目，除严格执行

国家规定的税费优惠政策外，对涉及建

设项目的经营性服务收费实行减半收

取。三是鼓励企业参与。政府通过提供

资金、土地、税费优惠、市政设施配套

等支持政策，促进企业自我组织改造。

四是实施市场运作。对改造区域开发用

地均实行公开出让，通过市场竞争择优

选择投资者实施整体开发。如引进省内

外一批资质高、实力强、信誉好的一级

以上开发企业或建筑施工企业，实行管

建分离，既缓解了政府资金压力，也大

大提升了棚改建设水平。一些地方还采

取货币补偿和购买安置房等方式，既缓

解了政府棚改投资压力，又消化了存量

商品房闲置问题。同时，对无法通过市

场运作，密度大、环境差、区位偏、群

众改造意愿强烈的项目，由政府筹资开

展改造。

注重财政资金撬动创新

省财政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探索创

新筹资方式，帮助引导市、县（区）政

府解决棚改融资难问题。一是成立省级

融资平台。经省政府同意，省财政会同

有关部门组建了省建投公司作为棚户

区改造省级融资平台，受市、县政府自

愿委托，按照“三统一”原则（统一评级、

统一授信、统借统还）与国家开发银行

合作，保证棚户区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

资金需要。目前，全省有 58 个市、县纳

入省级融资平台管理范围。国家开发银

行已核定安徽省首批棚改贷款额度 949

亿元，截至 2014 年 9 月底实际投放贷

款 38.4 亿元。二是支持探索构建棚改

融资平台。市级通过整合融资平台，成

□安徽省财政厅厅长 罗建国

2010 年以来，安徽省委、省政府将

棚户区改造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范畴，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强化推进措

施，创新方式方法，着力破解资金瓶颈。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

部署要求，坚持把改善群众居住环境作

为实施棚户区改造的根本目标，积极探

索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模式，发

挥财政职能作用，强化财政资金保障，

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着力完善城市功

能、促进投资拉动、推动经济转型。截

至 2013 年底，全省累计完成投资 1230

亿元，开工建设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 96

万套，70.78 万户棚户区居民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各地棚户区改造正逐步由集

中成片向非集中成片、城中村等棚户区

推进。

注重财政支持规划先行

省财政把支持编好棚户区改造规划

作为实施棚改工作的先导，会同有关部

门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配套，推

进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高标准建

设。一是支持编制规划。按照国家统一

要求，结合本省实际，安排专项资金支

持 编 制《 安 徽 省 2013—2017 年 棚 户 区

改造规划》。二是支持布局优化。在安

置点选址上，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考虑

棚户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尽量将交通便

利、综合服务网点较为完善的地块作为

棚户区安置房建设地点，优化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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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市投融资集团，将土地、资产和启动

资金注入该平台公司，提高融资能力 ；

将各级财政安排的棚改资金作为项目

资本金注入融资平台，打捆进行项目融

资，并建立封闭式的资金管理模式，专

户存储、专款专用。三是支持探索其他

有效融资方式。采取“债贷组合”融资

模式，采取“统一融资规划、统一债贷

授信、动态长效监控、全程风险管理”

方式，把债与贷纳入整体风险控制 ；通

过融资租赁方式支持各类棚户区改造 ；

通过争取国家住房公积金贷款试点为

棚户区改造提供支持 ；引入保险资金

支持棚户区改造，成为银监会首次书面

批复同意开行通过担保引入保险资金

的试点，对于探索多元化融资模式，引

导保险资金支持棚户区改造起到积极

示范作用。

注重财政监督管理问效

在棚户区改造任务重、规模大、时

间紧的情况下，高度重视并严格加强棚

户区改造项目资金监管，确保棚改工作

平稳实施。一是规范资金管理。省财政

牵头制定了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对资金使用范围、分配和申报程

序、监管要求等作出明确规定，确保政

府补助资金安全高效。二是强化融资监

督。为切实加强棚改融资管理，牵头制

定了棚户区改造融资管理办法，对棚改

融资项目评审、融资程序、融资期限予

以规范，对还款来源、保障机制和还款

程序等进行明确。在完善棚改项目单位

内部监督机制的同时，引入审计、监察

以及中介机构等外部监督机制，确保棚

改融资规范使用。三是加强绩效考核。

制定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资金绩效评

价办法，明确评价对象、界定评价内容、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规范绩效评价程

序。突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与专项资

金挂钩。

            责任编辑  刘慧娴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确保棚改顺利实施

□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始终把棚户区改造作为保民生、扩内需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重要内容，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有力推动了全省棚户区

改造的顺利进行。据统计，全省共有各类棚户区 137.3 万户。截至 2013 年

底，全省已累计改造各类棚户区 72.4 万户，其中，城市棚户区 58.6 万户，

中央下放煤矿棚户区 8.2 万户，国有工矿棚户区 1.9 万户，国有林业棚户区

（危旧房）1.3 万户，国有垦区危房 2.4 万户。目前，中央下放煤矿棚户区、

省属国有工矿棚户区已全部完成改造，国有工矿棚户区、国有林业棚户区

（危旧房）、国有垦区危旧房改造已基本完成。

成立组织机构，健全工作机制

河北省政府成立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小组，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能，

各负其责、协调联动，形成合力，有效推动工作落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发挥领导小组办公室作用，统筹协调全省棚户区改造工作，建立联系会议

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 ；省发展改革委

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项目投资补助资金，督促落实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探

索工矿棚户区改造新模式 ；省财政厅积极争取国家专项补助资金，筹措安

排省级补助资金，督促各地足额安排补助资金，加强资金使用监管 ；省国

土资源厅单列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用地计划，加快审批，应保尽保 ；省国

资委指导推进省属国有煤矿、工矿棚户区改造 ；省农业厅、省林业厅分别

负责督促指导国有垦区危房、国有林业棚户区（危旧房）改造 ；审计、监察

部门强化监督、规范工作。市、县党委、政府负责本地区相关工作的协调调

度，相关部门负责具体工作的有效落实。全省各级各部门形成了高效有序

的工作机制，确保了棚户区改造的扎实推进。

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

几年来，省政府不断完善对棚改的资金保障、土地供应、税费优惠等

方面的政策措施，确保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加大资金支持。为更好地支持棚户区改造，各级财政切实履行公共财

政职能，持续加大公共预算补助力度，同时有效发挥财政撬动作用，大力

拓展筹资渠道。一是确立了保障性住房建设“5+1”筹资模式。“5”是指保

障性住房的五个筹资渠道，即中央及省级专项补助资金、按宗提取土地出

让总收入的 5%、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地方政府债券资金、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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