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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

设，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

房等供给，尽 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2021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 2021 ﹞ 22 号，以下简称《意

见》），7 月 22 日，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加快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韩正副总理出席并讲话。一年多来，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人口

净流入的大城市为重点，城市人民政府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

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把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促进解

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通过举

办新闻发布会、现场观摩会、集中开工活动、向社会公开征

集项目等，加大政策宣传，引导多主体积极发展保障性租赁

住房，推动惠民生、调结构、稳增长、防风险，取得一举多

得积极成效。

一、缓解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推动解决好大城市住

房突出问题

保障性租赁住房以 70 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为主，鼓励

建设“一张床”、“一间房”、“一小套房”，租金低于同

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坚持职住平衡，主要建在城区、

产业园区 周边、交通便利区域等，不设收入线门槛，能够

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需求。

2021 年，40 个重点城市率先开工建设和筹集 94.2 万

套（间），可缓解 300 万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问题。

2022 年，全国计划开工建设和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240 万

套（间），其中 40 个重点城市 190 万套（间）。广州市作

为一个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坚持将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

房作为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问题的着力点主路径，

2021 年已筹集 17.1 万套（间），预计可解决 40 多万新市

民、青年人住房问题。杭州市已落实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9.4

万套（间），其中，蓝领公寓 4.2 万间，重点解决为城市提

供基本服务的外来务工人员住房问题，人才专项租赁住房 5.2

万套，重点解决大学以上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合计可解决 20

多万人居住困难。

从各地已经公布和正在制订的“十四五”保障性租赁

住房发展目标看，新市民、青年人数量多的广东省、浙江省

“十四五”期间分别计划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 129.7 万和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发挥一举多得积极效应

120 万套（间），预计可分别解决近 300 万人的住房困难。

40 个重点城市“十四五”期间初步计划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

650 万套（间），预计可解决近 2000 万人的住房困难。其

中北京 40 万套（间）、上海 47 万套（间）、广州 60 万套（间）、

深圳 40 万套（间）、重庆 40 万套（间）、杭州、成都、西

安均在 30 万套（间）。

二、调整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

良性循环

长期以来，房地产市场“售卖一条腿长、租赁一条腿短”，

发展租赁住房成本高、盈利难，租赁市场结构性供给不足，

租赁关系不稳定。保障性租赁住房由政府给予土地、财税、

金融等优惠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多主体

投资、多渠道供给，有利于推进住房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促进稳

预期、稳租金、稳房价。

目前，重点城市都在通过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加

快形成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结构。“十四五”期间，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占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比例

均 45% 左右；40 个重点城市合计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占合

计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比例约 26%。

北京市通过利用集体土地、非居住用地、商品房配建、

存量房转化等方式，2022 年计划建设筹集 15 万套（间）保

障性租赁住房。丰台区成寿寺、花乡葆台、朝阳区十八里店

等项目先后投入运营，有效弥补了住房租赁市场同类型房源

短板，培育了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规范了住房租赁

市场，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厦门市将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稳租金、稳预期”的重

要抓手，2021 年已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73 个、约 9.2

万套（间），有效平抑了市场租金水平。其中，支持万科利

用其持有的一宗闲置物流仓储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不

补缴土地价款，规划建设 7600 间，首批 4011 间房源近期即

将竣工交付，可有效满足周边园区和机场北片区企业职工的

租住需求。

三、为吸引人才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撑，促进稳增长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群

体缓解阶段性住房困难，为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提供基本住

房保障，有利于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促进

“十四五”时期新型城镇化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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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2022 年计划建设筹集 17.3 万套（间）保障性租

赁住房。坚持职住平衡，保障性租赁住房布局向新城、产业

园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和人口导入区域聚焦，特别是将新

城轨交站点 600 米范围内 70％以上新增住宅用地用于保障

性租赁住房，为新城吸引人才和产业布局提供有力支撑。

西安市围绕产业发展科学布局保障性租赁住房。2021 年

开工建设的 2.2 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分布在“高新技

术产业带”、“先进制造业产业带”、“物流大通道”“长

安大学城”等产业聚集区，包括比亚迪汽车产业园、吉利产

业园、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等。企业普遍 映，保障性租赁住

房政策是“ 时雨”，项目的实施满足了企业解决职工居住

问题的迫切需要，也带动更多品牌企业到西安投资，助力西

安工业快速发展。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信贷支持力

度。截至 2021 年底，开发银行、建设银行、农发行合计向

539 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授信 1717 亿元，发放贷款 559

亿元。近期，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发文，明确保障

性租赁住房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必将调

动起更多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升级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积

极性，也将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

房，对于金融防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下一步，为更好发挥保障性租赁住房惠民生、调结构、

稳增长、防风险的积极效应，重点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还要充分发动多主体供给。总体看，各地比较重视

利用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建设、存量闲置房屋改建、轨道交通

站点周边新建等方式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但利用企事业单

位自有闲置土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在大多数城市还

是短板；比较重视发挥国有企业作用，在引导房地产开发企

业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方面还不够有力。特别是国资、教育、

卫健、国防科工等有关部门所属系统单位对保障性租赁住房

需求大，存量土地和房屋资源潜力也大，但目前落实的项目

还比较少，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引导和支持。

二是加快推动出台租购同权政策。目前，各地基本还没

有明确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在享受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上，

与购买商品住房具有同等权利。

三是加快项目建设筹集。目前筹集的保障性租赁住房，

相当一部分还处于建设过程中，尚未投入使用，还需加快形

成供应，尽快为新市民和青年人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本文作者单位为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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