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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

刘 士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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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年改革开放，使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 明显的提高：职工平均工资从 1978年的

615元提高到1988年的1747元；居民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3 8 3元提高 到1988年的1281元，扣除

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增长5.g%。然而，在 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明显提高的同时，消费结

构的严重扭曲以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逆向牵制，使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消费结构的扭
曲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消费领域过 于狭窄。吃、穿、住、用、行五个方面， “ 住” 几乎退

出了个人消费支出范畴，成为统计指标上的非商品支出。二是消费时限缩短。工资收入中，

本应 用于住房储蓄与养老保险等属于长期消费的部分，都集中 于现实消费领域，或表现 为不
稳定性的购买力结余。对 于如何引导消费行为，改善消费结构，以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各方面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住房商品化” 便是其中的对

策之一 。 “住房商品化”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含意：其一 ，居民的住房消费水平应建 立在其收

入水平与支付能力的基础之上；其二，引入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机制，逐步实现住房资金投入

产出的良性循环，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其最终目的是既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又使房地产业

成为具有自动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本文正是基于上述两点考虑，对住
房制度改革与消费结构调整作 一初步的探讨。

一、住房邃设的发展与住房剑度演变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高度赋视居民住房问题。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中， 投 入了大量资
金 用于建设城镇职工住房。1950~1988年间，，通过各种渠道用于城镇住宅建设的投资为2560
亿元，其中国家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为1 85 5亿元，建成住房17.72亿平方米。特别是 1979年

以来，国家从政策上调动中央、地 方、企业与职工个人等各方面的积极性，拓宽了住宅建设
投资的渠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1979......,1988年的1 0年中，国家与企业住房投资约为1960
亿元，建成住房12亿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我国 公有 住房以出租为主导形式。建国初期，政务院规定 “ 公房一律收租，以便用房租
收入来保护现 有建筑并发展新的建筑 ” 。根据这一 原则确定公房租金标准，全国城市公房月
租金平均每平方米0. 3 0元， 大体上能够保证住房的正常维修。1955年，国家机关干部实行薪
金制，国务院1955年8 月颁布了«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住用公房宿舍收租暂行办法»'将
房租下降 到每平方米0.12元。 从1956年起，各城市也相应降低租金 ，并将低租金 范围扩大到

非居住用房。由于房租过低，普遍出现 公房失修失养现象。针对这种状况， 1957年国家提出
尸必须适当提高职工 住公房的收费标准” ，规定租金一般应包括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三

项费用，平均每平方米月租金为0.25元。但在以后几十年里，“以租养房” 的原则并没有得到

贯彻执行，公房租金在各城市之间相互攀比，轮番下降，已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全国城镇公

有住房月租金平均为0.13元／m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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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行住房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调整演变，我国城市住房制度已经形成了 “低租金、高补贴、福利性、配
给式” 的基本格局，累积了 一 系列的严重问题＄

(1)住房供给严重短缺。目前，我国城市（不包括建制镇）中住房困难户约有600万
户，约占城市居民家庭总户数的20％以上（见表1)。现在大约有1/5的城镇人口无房或缺
房。京、津、沪等特大城市情况尤为严重。

表1 全国城市居民居住状况(1986年） （％） 
＿厗＿＿一·茩住状况 1 占城市总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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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4 I 4~5.9平方米 18.72 j 20.2;- I 22.99 I 21.97 I 10.18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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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不方便户” 是指三代人或一对夫妇同一名或多名12岁以上的子女居住同 一房间内。 “拥挤户 ” 是
间3·~4人住在一间房内。 “特大城市 ” 是指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 “大城市” 是指人口在50~100万之
的指城巾。 “中等城巾” 是指人口在20~50万之间的城市。 “小城市” 是指人口在20万以下的城市。

(2)不合理的住房需求膨胀，分配不公现象严重。人们的住房需求可以划分为刚性与
弹性两部分：刚性需求系指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基本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居住
的基本条件也是由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弹性需求是指与个人支付能
力相适应的扩张性需求。由千这种需求是建立在个人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因此属千合理性需
求。但在我国住房需求与个人实际支付能力相脱节，分配到的住房越宽敞、越舒适，得到的

“实惠” 就越多。这种近乎无偿的供给，必然以人们对住房的需求无限为结果，这是不合理
白的需求。' J这种有限的供给与无限的需求的 ，“平衡” 结果，必然是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

得不到满足，四少数人却能凭借特殊的权力与关系使其不合理的需求得到满足。房子盖的越
多，住房困难与紧张状况反而显得越突出。据辽宁省调查，近年来新增住房面积7000万平方
米，人均居住面积增加2平方米，

！

但缺房户从1981年的107万户，上升到1988年的122万户。
-辽宁的情况并非局部现象，而是全国

城

市的共同特征。这里面除城市非农业人口自然增长与

，
家庭结构变化之外，分配不公是主要原因。

(3)国家与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我国城镇住宅建设投资来自于公共积累。1979年以
前，城镇住宅投资90％以上是财政预算拨款。改革以来，企事业单位的经济实力得到加掘，

卜相应承担了部分住房投资，并逐步成为住房投资主体。 “ 六五” 期间，全民所有制单位住宅
投资885.8亿元，其中国家基本建设计划安排727亿元，为同期全民所有制单 位基本建设的
21.3%，更新改造旧房投资为158.89亿元。 “七五” 前三年全民单位住宅投 资 为564.44亿

｀元
＇
，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为13.9%？现在，国家与企业每年不仅要承担巨额的住宅建设投

资，而且要支出近百亿元的住宅维修补贴e在住房投资有投入无产出的情况下，国家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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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建房、 分房、 修房负担千一身的状况是难以为继的。
(4)居民消费结构严重扭曲。 在市场经济国家中， 居民住房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都

在10％以上， 其中：美国为 18 .8% ， 英国为 17.5% ， 日本为18% 。而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消费

支出比重已经下跌到目前的0.71%， 这与居民收入逐年增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也与我国农
民的消费构成形成明显的对比（见表2)。 由于消费领域过窄， 使消费结构进一步扭曲， 居
民的消费选择高度聚集于家用电器上， 从而刺激起中央与地方在这些消费品上的投资热、 进
口热。 消费选择的聚集所引起的投资聚集， 必然导致盲目上马、 重复建设， 降低了 投 资效
益， 并加剧了能源、 原材料和外汇的短缺状况， 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表2
一 年份

．

项目
-� I 1983

生活费收入（元）
I 
I 525. 96 

生活费支出（元） 505.92 

其中食品支出(%) 59.20 

其中住房支出(%) 1.5� 

农民家庭住房支出（％） I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支出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607.56 685.32 827.88 915.96 1119 

559.44 673.20 798.96 884.40 1103. 98 

57.97 52.25 52,34 53.47 51.36 

1.39 0.96 0.90 0.87 0.71 

11. 7 12.4 14.4 14.5 14.9 

(5)阻碍了房地产业的发展。 由于公房租金过低， 住房建设有投入无产出， 因此从住
房的投资建设、 维修改建、 经营管理等方面来看， 无利润可言。 全国具备一定规模与数址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 利润水平虽较丰厚， 但并不是居民个人收入的再分配， 而是“公对公” 的
资金转移。各企事业单位内部成立专门的机构要行使建房、分房与修房的 “义务” ，城市政府
的直管公房维修管理机构， 属于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 房租非但不能养房， 连维修人员的工
资都不够。 虽然从表面上看， 全社会各个方面都在重视住房问题， 但并没有形成住房建设的
正常的融资机制， 房地产业实质上是患了 “贫血症” ， 失去了 “造血“机能， 难以成为促进
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 (6)阻碍了人才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住房由就业单位包下来的办法实质上是 “大锅
饭” 体制的变种， 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往往愿意到全民所有制单位， 特别是住房条件较好的单
位。 当然现在的 “三资” 企业是就业选择的热点之一，但这并不带有普遍性。 住房的诱惑；往
往会冲淡人们奋发进取的事业心， 一 些无房的职工或年轻的知识分子， 虽然个人有良好的专
业技能与职业志向， 但为了住房， 便不惜放弃对事业的追求。 一些单位为留住人才， 也在房
子上做文章， 比如职工要调动就得将住房交回。 凡此种种， 说明现行的住房制度在一定程度
上束缚了人们的创业精神， 阻碍了人才的流动。

三、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实践回顾
' `' ｀

(1)这国初期的租金调整。 建国不久， 城镇住房制度上的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J.956
年底全国不仅有250万户的城市家庭要求解决住房问题， 而且大批房屋失养失修，住房已成

｀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1957 年 9 月26日， 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 周恩来同志在«关于

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中对住房制度作了精辟论述。他对当时城镇住房制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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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个方面的改革意见： 一是鼓励职工自已建房，银行可以给予贷款，分期扣还；二是适当
提高公房租金标准，按折旧、维修、管理三项费用计租，平均每平方米0.25元／月，按照每
户16,_,20平方米的居 住面积计算，每月房租在4~5元，一 般占职工工资收入的6~10%，
平均8％左和三是对 住民房的职工的房租补贴，应逐步取消。周恩来同志还提出， 住房问
题要在相当长时间内，经过不懈的努力，才能逐步解决。他还提出要制定严恪的 住房分配制
度和管理制度，运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依靠群众力抵来监督这项制度的贯彻执行。但遗憾的
是，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这些改革意见，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反而背道而驰。
公房租金不断

粒低，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形成了一种攀比降租的势头。这使得房租过低与住
房短缺成为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两大问题。

(2)党的十 一 届三中全笭苍决于1 住房制度问题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
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之下，理论界与实际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住
房制度、消费政策等方面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对策建议。

,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住房商品化的路子。他说：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
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
以出售。可以一 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调
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因此，要逐步研究提高 房 租。房 租太
低，人们就不买房子了。繁华的市中心和偏僻的地方的房子，交通方便与不方便地 区 的房
子，城区与郊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在小平同志的精辟论述中，包含了三个方面的
含意： 一是 住房作为商品，不光是出租，还可以出售，租售并举；二是要理顺租买比价，以
租促售；三是要体现级差地租而引起的房租差价。小平同志的指示，是对理论研究工作者研
究成果的肯定，也是对广大理论工4书钮勺鼓舞。同时还为我国城镇 住房制度改革作了思 想
上、理论上的准备。

(3)出售公有住房的试点。1982 年，国家有关部门设计了 “三三制” 的补贴出售住房
的方案，即个人支付房价的1/3，就业单位与国家各补贴1/3。经国务院批准，首先在郑州、
常州、四平、沙市等四个城市进行试点。通过试点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居民有购房的欲望，
也有分期付款的经济承受能力，公房可以向私人出售。但是由于补贴负担过重，许多产权单
位不愿意出售 住房。同时，这种补贴出售的办法，未能与解决低租金这一问题并行。从整体
上来说，在买房不如租房、早买丕如晚买的利益比较格局下，居民缺乏购房动力。198'5年，
国务院有关部委宣布停止这项试点工作。

(4)全面进行住房制度改平的探索试点。1985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住房
制度改革工作，将房改作为一项事关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全局的大事来抓。1986年初，成立
了由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国务院 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织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 进
行大昼的调查分析，对改革方案进行了系统的设计、论证，形成了提高租金、发放补贴、促
进职工买房的基本思路与总体改革方案。随后，选定唐山、烟台、蚌埠、常州4个城市进行

住房制度改革的试点。如烟台市 “提租发券、空转起步” 的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率先
出台。基本点是把房租拇高到披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投资利息和房产税五项因素构成
的租金水平。房租（个人实际支付）由原来的每平方米使用面积0.07元，提高到1.28元， ． 同

一时按基本工资的23.5％给职工发放住房补贴 ，住房补贴以 住房券代替。“空转” 是指提租后发
给职工的住房券没有资金作后盾，产权单位收回的住房券，要返还租房户所在的工作单位，



城镇付房制度改革与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 33 

以继续用千向职工发放补贴。 “空转” 的实质是把暗贴明朗化，初步理顺了国家与职工的关
系，多住房多交租。但是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尚未发生利益格局的再调整。经
过 一年多的运转， 1988年11月 1 日，烟台房改进入实转状态，即职工的住房补贴以货币形式
发放，住房产权单位与住房户之间以货币结算租金。

企业住房补贴的发放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公房原来提取的大修理与折旧基金，二
是允许将补贴额的20％进入成本；三是企业留利中划出一部分 (10％以下）。机关事业单位
的职工住房补贴列入财政预算。从全国来说，以租金改革为核心，提租补贴的城 市 还有沈
阳、南平、鹰潭、深圳、佛山、江门等市。

(5)住房金敲制度的逐步探索。为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经国务院同意和中国人民银行
的批准，决定在烟台、蚌埠两市进行住房金融制度的试点探索。两市相继成立了股份制的住
房储蓄银行，资金自求平衡，利差自行消化，自负盈亏。主要任务是配合住房制度改革，负
责划转、筹集与运营（城市、企业、职工）三级住房基金，承担租金结算业务，为住宅的生
产、流通和消费融通资金，包括吸收个人住房储蓄与提供长期 低息贷款、向房地产开发企业

·提供必要的流动资金贷款。烟台市住房储蓄银行1987年12月开业以来，已成立了 5 个办事
处，开户超过4000家。截止1989年底，全行各类存款余额达1.4亿元，贷款与投资总额已超过
2 亿元。居民购房贷款最长还款期限为15年。 5年期贷款年 利率为3.6%, 10年期年利率为

3.96%, 15年期年利率为4.32%。现已向693户城镇居民提供购房贷款562万元。并向房地产
开发企业提供3400万元贷款，与房地产开发公司联合投资新建住宅5000多套。开办的住房资
金结算业务，涉及到市区1445个单位， 76000 多户家庭，真正成为全市住房租金结算中心。

,. (6)住房合作社的发展。住房合作社近年来在我国发展很快，据不完全统计，武汉、
沈阳、昆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以及温州等中等城市中，已成立近百个 住房合作
社。沈阳市 3年来试办了 6 个职工住房合作社，发展社员3080多人，吸收社员建房资金693

万元，单位投资941万元。现已竣工2.1万平方米，477户社员家庭搬进了新居。

从全国房改实践来看，特别是烟台、唐山、蚌埠、沈阳等市以租金改革为核心，配套推
进的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第L'初步转变了居民住房消费观念。在试点城市

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低租金、福利性、供给式的住房消费观念已被动摇或冲破，人们在心理
上、观念上、经济上接受了多住房、多交钱的价值标准。对住房的需求也由过去的贪大 求
多，转为要求面积适中、功能多、利用率高、布局合理。第二，抑制了不合理的住房需求。
在烟台等市，由千租金水平大幅度提高，使家庭住房消费水平与经济支付能力以及其它多项
消费项目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从而抑制了不合理的住房需求，出现了多占房退出、大房
换小房的自动调节机制。第三，初步改善租买比价，促进职工个人买房建房。由于房租在试
点城市中提高10,...,18倍，职工已经在比较买房与租房的各自得失，在一些单位里，职工购房

积极性相当高，甚至出现购房热。租金的提高与公房的出售，对于引导消费、改善消费结构
和扩大住房建设资金都具有重大意义。第四，建立了稳固的住房基金，公有住房投资实现了

良性循环。如唐山市房改后每年收取 1.2 亿元公房租金，除满足住房维修、管理费之外，每
年将有8500万元用于住房建设，可建成2800套住房。唐山市准备在现有补贴水平上，拉开住
房的环境差价、楼层与朝向差价、地段差价、室内设施与装修水平差价，再结合工资调整辅
之以小幅度提租不补贴的办法，使公房租金上调到1.50元／m

2 的水平。 第五，4 拓宽了住房投
潦渠道，扩大了住房的有效供给。由于集资建房、合作建房的迅速发展，住房建设中个人投



34 财经研究 1991年第9期 总第118期

资已从19f9年占全国城镇住宅建设投资的 1.9%， 上升到 1988 年的 18% 。 据建设部测算， 如
果在住宅建设中没有个人投资部分， 1988年全国住宅建设将戒少4000 万平方米， 占当年国家

投资建设住房数量的一半。 集资建房、合作建房不仅调动了居民投资积极性， 发挥个人在解

决住房间题中的作用， 而且所建住房是真正解决了困难户的住房间题， 不存在以权谋房、多
住多占的现象， 正是基千这个意义， 才称之为有效供给。

四、 向住房商品化过渡的对策

通过前面儿个部分的分析比较，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最
大参数是住房消费， 实现住房制度合理化是校正消费结构的前提。 为此， 就必须着力探讨我

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问题。 结合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提出如下对策： 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
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 走住房商品化的道路。 从改革公房低租金制度着手， 将现在的实物分

配逐步转变为货币分配， 由住房通过商品交换， 取得住房的使用权或所有权， 使住房这个大
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 实现住房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 从而走出一条有利于解决居民住

房问题、又能够促进房地产业、建材业发展的新路子。 为此， 必须进行一系列相关的改革，

(1)改革工资分配制度。 现行工资结构中， 住房消费含晕低， 应贯彻按劳分配 的原

则， 将目前实际用于职工住房建设与维修、管理等方面的大扯暗贴转化为 “ 明补” ， 加到职

工工资中去， 并进入产品成本， 让职工以货币工资形式进行住房消费。
(2)改革住房建设的计划管理体制。 目前将住房建设划归固定资产投资范畴， 实行以

中央集权型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严重脱离了我国的国情，特别是计划指标切块下达的做

法挫伤了群众集资建房、合作建房的积极性， 今后应当将住房生产纳入商品生产范畴， 确立

以地方（城市）政府为调控主体的指导性计划管理体制。
(3)改革全融制度， 建立专门的住房全祜休系。 我国目前围绕住房建设、流通与消费

所发生的资金基本上由各个专业银行分兵把口， 对住房资金采取 “又拉又推” 的态度（拉存
款、推贷款）， 阻碍了住房建设的发展。 今后一方面要建立起法定的住房储蓄制度， 比如青
年人就业后就应按工资的一定比例进行住房储蓄， 储满规定年限与额度方可申请买房或租

房；另 一方面要组建半官方的住房银行． 专门经办住房融资业务， 发行住房侦券。

(4)改革住房建设投资体制。 现在住房投资主要来自于公共积累，而且住房投资中既

包括住房的土建造价， 又包括市政配套、商业网点、中小学教育等投资。 改革后应当把个人
收入作为住房投资的主体， 原来用于住房建设的公共积累可以变成支待个人购房、建房的低

息贷款；要将缠绕在住房投资中的市政配套与商业网点等投资分离出来， 进入各自的投资渠
道， 比如， 市政配套费要进入市政投资渠道， 中小学教育费应进入教育投资体系。

(5)改革政府管理体制。 应当成立专门的政府机构， 比如 “国家住房发展局＂ ， 地方

政府的房产管理局相应改组为地方住房发展局。 国家住房发展局制定住房发展规划， 由地方
住房发展局组织实施。 国家住房政策的着眼点是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间题。 按照政企分
开、政事分离的原则， 由房地产开发企业、住房合作社、住房维修公司负责住房的建设与经
营， 实现住房建设与维修管理的企业化、专业化、社会化。

(6)培养与开放多层次的房地产市场。 没有活跃的房产市场与地产市场就没有独立的

房地产业， 开放房地产市场的前提条件是要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经济与法律的调控手段。 一

是将房价与地价相分离，确立房产从属地产的财产关系，保证在房产交易过程中国家作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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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者的地产收益， 二是建立起科学而又严格的地籍管理制度， 坚决取缔炒卖地皮、 轰抬
房价的投机行为} 三是建立房产流通登记制度， 防止私人利用公房谋取暴利和房产流通过程
中逃税漏税行为。

五、 关于近期住房制度改革的建议

住房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房改的进程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的进程。 房改直接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并将冲击住房消费方面业已形成的既得利益
格局。 这就决定了房改的进程或者说消费结构的调整过程必须积极而又稳妥。 在治理整顿期

间， 就全国来说尚不具备全方位推进这项改革的条件。 但是按照改革的方向， 至少可以在下
列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1)在以公有住房为主的大中城市， 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公房租全。 提租可以根据各个
城市的实际情况， 采取多种形式。 比如以 “小步提租不发补贴或少发补贴 ” 的办法， 将租金
上调到由折旧费、 维修费和管理费三项因素构成的租金水平，也可以将租金提高到五项因素
构成的租金水平。 “提租补贴 ” 在起步方式上采取 “实转起步” 或 “ 空转 起 步” 。 力争

“ 八五” 期末， 全国公房月平均租金达到0.5元／m
2 ， 住房消费支出约占家庭生活费支出2

-3 %， 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每年形成200亿元的住房资金。 如果租金提高到 1 元／m飞那么
一年将收回400亿元的住房资金， 这将大大增加住房的供给能力， 缓解住房紧张状况。

(2)大力发展合作建房与集贷迂房。 对住房合作社所需的建材、 土地及信贷指标， 应
逐步纳入各级政府的计划管理范围， 并予以优先安排。 对合作建房免征建筑税、 营业税、 土
地使用税和市政设施配套费。 并将合作建房机制引入到旧房改建中去。 县、 镇与中小城市的
个人建房要实行联建或统建， 以杜绝少数人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

(3..)制定合理的房价， 继续向居民出售公有住房。 出售公有住房是引导居民消费投向
的重要手段， 成败的关键在于房价的合理性。 房价至少由三个方面构成： 住房本身的建筑造
价、征地拆迁费和小区配套费。 其中征地拆迁费视地方政府的财力情况， 适度减收，或者免
收。 购房者首次付款不应低于房价的30% ， 其余部分在今后10,-...., 20年分期还本付息。 房价要
具有透明度， 引入适度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群众监督机制， 以防止少数人侵吞与私分公产， 避
免产生 “房倒 “ 现象。

（亨 4)坚持实行新房新制度。 新房相对于旧房来说， 数釐少， 使用权与产权合一， 改革
的难度较小， 是新的住房机制的生长点。 今后， 凡是国家或企业投资建设的住房， 均应实行
新的分配制度。 新房租金起点要高， 个人实际负担应不低于 0.5元／m勹对于机关事业单位，
若新房租金超过家庭生活费收入6%， 超过部分可以由所在工作单位负担；新房可以采取交
纳租赁保证金的办法， 以息补租。 城市政府投资建设的、 或从开发公司调剂来的“解困房飞
拟采取以售为主、 少盘出租的办法， 以回笼资金加快建设步伐。

(5)逐步扩大住房金，社制度的试点范围。 在有条件的大中城市， 为配合住房制度改革
可以设立住房银行。 制定并实施法定的住房储背制度（包括类似于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与
长期低息抵押贷款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