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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小组审定批准并资助出版。
核心内容为作者近期主持完成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解决北京中低收入阶层住
房问题对策研究”（项目编号：06BeJG0094）研究报告。
书中共包括六大部分：①北京住房政策及住宅市场现状；②北京地区居民真实购房能力研究；③北京
房地产开发成本构成及存在的问题；④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问题的国际经验启示与借鉴；⑤中低收
入阶层住房保障的对策建议；⑥北京地区“小产权”房问题实证研究。
　　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是一种基本人权和基本社会保障。
在文明社会中，住房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
住房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宗旨就是保障人人有房住。
为了使买不起房的人也有房住，政府需要实施一些保障性政策，建立相应的住房保障制度，帮助那些
无力依靠市场解决住房的中低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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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具有很好的独创性与研究特色。
作者经实地调研及国内外文献资料研究，客观分析了北京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政策性租赁房、限
价房商品房，商品房现状与相关政策，以及保障性住房准人、流转与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多角度剖
析了城镇居民购房困难的原因及其真实购房能力，论证丁我国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的市场症结与政
策根源。
基于北京地区住房开发案例、调查资料及询价，作者计算了住房开发建设的成本构成及各项费用在房
价中所占比例，揭示出房地产开发成本中隐含的一些问题、同时对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住
房制度进行研究，结合国情提炼出发达国家可借鉴的住房保障成功经验，阐述了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
房问题的看法与政策性建议：书中还对我国一直悬而末决的“小产权”房间题进行了论证分析，提出
民生为重的处理建议。
　　本书可以为政府部门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及制定房地产政策提供一些依据及新思路，为城市经济及
房地产领域相关研究起到启示、借鉴和参考作用，还可作为研究机构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及高等院校研
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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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住房制度改革发展至今，我国基本构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住房供应体系。
并初步形成由“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政策性租赁房、住房公积金”共同组成的住房保障框架。
但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我国住房市场现状与中央政府当初的设计思路有较大差距。
大部分中低收入群体并未享受到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
根据官方统计信息披露，其一，全国具有租住廉租房资格的、人均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低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近1000万户，占城镇家庭总户数的5.5 ％。
而我国目前各城市廉租房覆盖面极小。
其二，在中央政府建立“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思路下，各城市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
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量都在持续下降；2008年4月新推出的限价房政策，也面临着与经济适用房政策
类似的操作层面问题。
其三，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11月《中国经济季报》数据，我国住房公积金利用率低下，仅有45％用于
发放住房贷款，17％的缴费者获得了公积金贷款。
如在北京地区，由于银行对开发商不断收紧“银根”，作为银行优良资产的商业住房按揭业务，便成
为银行给开发商发放贷款的附加条件。
这已是房地产行业内的潜规则，因此2007年资料显示，有62％的在售楼盘拒绝公积金贷款。
　　城镇中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很大，住房保障不足把他们推向适合高收入家庭的商品房市场，大量
居住需求加之投机需求必然催生高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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