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5日至 14日，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

京召开，“房地产”依然是“两会”中的热门话题之

一，不仅许多代表和委员们纷纷提案谏言，温家

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中，也就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等问题，表

明了政府的态度。

许多代表和委员就房地产问题献言献策，其

焦点主要集中在创新调控手段、完善保障性住房

建设体制、加快二次房改步伐等核心问题上。例

如，人大代表宗庆后和迟夙生分别向全国人大提

出了“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和“深化二次房改

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的议案，旨在改革我国

现行的住房制度和供地方式，促进二次房改的进

程。人大代表黄辉球提议，国家在制订《住房保障

法》中应支持企业自建廉租房，以解决企业职工

住房困难，同时减轻政府的住房保障压力。

全国政协委员董文标建议，解决房地产的问

题，一是在政府对土地提出分类指导价的基础

上，对开发商采取累进税制；二是政府控制土地

价格，实施指导价，禁止国有或有政府背景的企

业参与土地拍卖；三是对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

制定指导价，利率必须一定幅度上浮；四是按照

购房交易额对购房者实行高消费税，并对住房面

积进行一定限制。全国政协委员戴皓提案建议改

变单一的“招拍挂”土地供应模式，放开供应渠

道，通过多种形式释放土地，减少政府对土地的

垄断。全国人大代表林燚建议取消商品房预售制

度，对于新建的现房销售，应当按照套内建筑面

积计价，取消公摊面积，与国际接轨。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今年要再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

房共 1000 万套，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中央政

府安排补助资金 1030亿元，各级政府要多渠道筹

集资金，大幅度增加投入；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房地

产市场调控政策，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

此外，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被问及政

府出台的多项房地产调控政策能否落实到位时，坚

定地指出：控制房价要“三管齐下”，第一，要控制货

币的流动性；第二，运用财政、税收和金融的手段来

调节市场需求；第三，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无论是

物价和房价，地方都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当前最重

要的就是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对于中央来讲，要

加强对地方落实房价调控政策的检查力度，真正实

行问责制。同时，密切跟踪和分析房地产市场发展

的形势，进一步研究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对

地方来讲，就是要认真落实房地产调控的责任。

“两会”期间，还举行了主题为“保障性住房建

设和房地产市场调控”记者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副部长齐骥、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沈建忠等出

席。齐骥表示，今年 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年

度投资大概在 1.3万亿元到 1.4万亿元之间，中

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将出资 5000亿元，剩余的

8000亿元由社会机构和保障对象以及所在的企

业筹集。沈建忠首次提出“租金的调控应该也是房

价调控的一部分”。他表示，将采取几个方面的措

施对其加以调控：首先，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有

责任来重视调控工作。其次，要加大供应。租赁的

需求应该是刚性需求，调控要更多地强调增加供

应。除供应渠道以外，还要从社会化、市场化的房

源渠道来想办法。最后，要加强市场监管，严肃查

“两会”房产话题
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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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哄抬租价等违规行为。

3月 11日，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切实做好

2011年城市住房用地管理和调控重点工作的通

知》（下称《通知》），指出国土部今年的重点工作及

基本要求是“稳供应、保民生”，以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所需用地为重点，及时编制公布城市住房用

地供应计划并认真实施，确保 2011年 1000万套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落地，确保保障性住房、

棚户区改造和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

设用地总量的 70%，确保城市住房用地供应计划总

量不低于前 2年年均实际供应总量；“控价格、防

‘地王’”，坚持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进一步完善

供地政策，充分发挥土地政策惠民生、稳预期、注重

社会效应最大化的管控作用；“严监管、促开发”，加

强住房建设用地全程监管，实时跟踪土地开发利

用情况，加大清理查处违法违规违约行为力度。

“两会”期间的政府表态和新近出台的房地

产政策表明，房地产市场仍将保持强有力的调控

力度。不管是代表的提案，还是来自政府的声音，

都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号———坚定对房地产调

控的信念，坚定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的决

心。由房地产议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位置也

发生了变化：从去年的投资类议题划入到今年的

民生类议题，可见房地产的居住属性被更加重视，

与房地产休戚相关的民生被更加重视，解决民生

之所需的政策将被更加坚定地执行。

一、坚持调控不动摇

目前，我国正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未

来几年宏观经济发展将比较稳定，“政策突然转

向”的概率大大减小。因此，未来几年房地产业政

策仍将以“调控”为主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房

地产政策的主题就是“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

场调控”。3月 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

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房价不能稳定，时刻

准备出台新一轮楼市调控政策，将会制定更为细

化的遏制房价上涨的系列措施。可见，政府遏制

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决心相当坚定。

二、保障房建设有保障

在国土部近日发布的《通知》中明确强调“稳

供应，保民生”，确保 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任务落地，对工程建设用地实行责任制。此外，

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表示，1000万套保障房所需建

设资金的 60%将由中央政府和省级人民政府以及

市县政府筹集，剩余资金可通过住房公积金净收

益、公积金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金融机构的

中长期贷款等渠道筹集。土地供应保障措施的推

出和资金来源方式的确定，既是对先前政策的补

充和完善，也为保障房的长效机制建设提供了物

质基础。保障房建设的关键是土地和资金，这也是

保障房建设的困难所在。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得以

解决，保障房建设计划就能有效实施。

三、建立健全问责机制

今年，“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首次写进

《政府工作报告》，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性住房

建设工作不力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将对其严厉

追究责任，“房价控制目标”和“保障房建设任务

完成情况”将成为考核地方政府的主要参考指

标。其实，早在今年年初出台的“新国八条”中就

已明确了建立“问责制”和“约谈制”。既有政策又

有指标，既有责任又有义务，这样才能确保令必

行，行必果。在问责机制的制约下，地方政府对政

策的执行和落实力度将大大加强。

四、完善房地产发展长效机制建设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逐步形成符

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加强房

地产长效机制建设势在必行。近来，房地产法制

建设、公租房建设模式、金融政策支持保障房建

设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为保证房地产市场调

控效果，政府加强了《房地产法》的修订工作，主

要是加强住房租赁内容的完善和调整，特别是要

保障租客的权益。另外，《住房保障法》列入本届

人大立法规划，住建部已经形成了一个初稿。房地

产法制的健全，将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

良好的法制环境。在金融政策方面，正在研究并很

快会制定金融机构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特别

是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中长期贷款政策，通过政

府补助、注入资本金或者贴息，然后再通过商业银

行贷款，将大大提高保障房建设方面的融资能力。

房地产市场法制的健全、房地产发展长效机制的

建立，无疑将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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