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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共有产权住房将纳入保障房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 10 日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共有产权住

房”将先纳入现行的保障房体系管理，此后将作为市场主体来供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将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

产权住房供应。分析人士表示，“共有产权住房”的提法，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但对于其属于保障房还是商品房，报告并未做出界定。 

  目前，住建部正在针对共有产权住房的管理制定相关办法，包括共有产权住房的界

定、土地出让方式、分配原则、交易规则及收益处置方案等。但该办法何时面世，目前

尚难判断。 

  北京、上海等城市已有共有产权住房的尝试，北京自住型商品房被认为具有共有产

权住房的性质。分析人士认为，要想充分发挥共有产权住房的价值，需在制度层面有严

密的设计。 

  仇保兴表示，作为协同调节的一部分，共有产权住房减少了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

更重要的是扩大民众参与度，强化监督。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在两会期间表示，今年将选择部分

热点城市，开展共有产权住房供地试点。 

 

 

  

http://news.dichan.com/news/02.html
http://news.dichan.com/news/03.html
http://news.dichan.com/news/35/20.html


南京“宁七条”出台：进一步加强房地产调控 

 

近日，南京市政府下发了[2014]13号文《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房地产

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管理提出了七条意见，简称“宁七条”。 

  该《通知》在住房供应结构方面进一步突出了刚需类产品的位置，并要求 90平方

米以下户型占供应用地的比达到 50%以上。而土地出让上，继续强调最高限价原则上控

制在起始价的 45%。 

  另外，文件明确需加强申报价格指导，按季度分解控制房价涨幅。规范开发企业成

品住宅的申报指导。并加强对江宁、浦口、六合、溧水、高淳区五个郊区房地产市场的

监管力度。最后，“宁七条”要求，统计部门加大对楼盘销售价格的监测，做到新开楼

盘实地调研全覆盖和重点楼盘常走访。 

  据悉，该政策是《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宁政办发

[2013]311号)和《关于加强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的意见》精神的延续。 

  以下为“宁七条”具体内容： 

  按照《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宁政办发〔2013〕311

号)和《关于加强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的意见》要求，为继续贯彻执行国家对房地

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相适

应，保持商品住房价格基本稳定，有效维护我市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有序发展，现就进一

步加强我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完善住房供应结构，针对供需失衡、中小户型占比偏低的状况，进一步提高中

低价位、中小户型住房的比例，把满足群众的刚性自住需求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今后五

年全市商品住宅年均用地在 500公顷以上，其中 90 平方米以下户型占比达到 50%以上。 

  二、针对土地市场竞争情况，地块在公布出让起始价的同时，公布竞争的最高限价，

最高限价原则上控制在起始价的 45%。竞价达到最高限价时仍有竞争的，停止竞争地价，

改为竞争配建保障房面积或保障房建设资金，配建面积最多者或出资最高者为竞得人，

从而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保障住房困难家庭和引进人才的基本住房需求。 

  三、为了防范企业资金风险，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申请商品住房预售的项目要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45 条规定执行。对于出现过延迟交

房纠纷或者烂尾现象的企业，从严要求现售，以规避管理风险。 

  四、加强申报价格指导，按季度分解控制房价涨幅。如上一季度房价指数涨幅过高，

则对当季度目标进行动态调整和控制。申报价格以中小户型优先，合理价位优先，不涨

价优先为原则。全市如出现多个高价项目或造成指数较大上涨的楼盘，采取分时分流，

合理引导。对高价盘、涨幅明显偏离市场价格的项目且不接受物价、住建部门价格指导

的，暂不核发销售许可证。 

  五、规范开发企业成品住宅的申报指导。对精装修价格实行价格评估制度，在新建

精装修商品住房申报价格的同时，申报装修价格及装修标准，由专业机构进行第三方装

修价格评估，在销售时与房价一并在销售现场明码标价对外公示。 



  六、加强对江宁、浦口、六合、溧水、高淳区五个郊区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力度。江

宁、浦口、六合、溧水、高淳区五个区的新建商品住宅项目在申请销售许可审批前，报

市物价、住建部门备案。鉴于国家统计局已经将高淳、溧水两区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变动

情况纳入南京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指数统计范围，2014 年开始两区新建商品住房价格申

报纳入全市价格监管系统。 

  七、统计部门加大对楼盘销售价格的监测，做到新开楼盘实地调研全覆盖和重

点楼盘常走访。同时，进一步做好相关统计数据的整理、评估与说明工作，确保上报数

据科学、合理反映南京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水平及其变化趋势与幅度。 

 

 

 

 

  



北京：4 月 1 日起公租房廉租房三统一运行 

 

  北京日前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住房并轨分配及运营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从 4月 1日起，北京廉租房和公租房将正式实现统一分配、租金标

准统一、退出管理统一三大标准。 

  2011年以来，北京市逐步实现了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住房并轨运行。经过广泛征求

意见，该《通知》正式印发。在《通知》实施后，市、区县政府全额投资建设、收购的

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住房并轨分配及运营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实现“三个统一，

一个不变”。 

  一是“房源分配统一”。市、区县政府全额投资建设、收购的廉租住房优先面向廉

租住房实物配租家庭公开配租，在实现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家庭应保尽保的前提下，各区

县可将剩余廉租住房作为公共租赁住房面向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配租。此举将打通廉租

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之间的“隔断”，实现房源的互通和共享，提高房屋使用效率。 

  二是“租金标准统一”。并轨后，租金标准由各产权单位按照本市公共租赁住房租

金标准的相关规定确定并实行动态调整。对于已批复标准租金的廉租住房项目，各产权

单位可将现行标准租金作为并轨后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执行。各产权单位统一按照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确定房屋应缴租金，实现 “同房同价”。 

  三是“退出管理统一”。承租市、区县政府全额投资建设、收购廉租住房的家庭，

因人口、收入、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廉租住房实物配租条件但符合公租房条

件的，承租家庭可申请按照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继续承租原住房。承租家庭不再符合公租

房条件的，统一按照公租房退出管理的有关政策执行。 

  四是承租家庭租金不变。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家庭承租市、区县政府全额投资建设、

收购廉租住房的，仍与产权单位签订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租赁合同，仍按照我市廉租住房

政策规定交纳实缴月租金，租金交纳方式不变。租赁合同期内，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家庭

实缴租金不变。 

  此外，《通知》还规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政策和承租市场房源的廉租家庭租

金补贴政策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川省出台 

《规范全省房地产市场销售行为工作方案》的通知 

 

 

近日上海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提高本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若干意见》，

对土地管理政策实施新一轮调整，以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零增长”为总体控制目标。 

川建房发〔2014〕136号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为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销售秩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制定了《规范全省房地产市场销售行为工作方案》，现印发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年 3月 11 日 

  



上海新城市总规划：要严控用地规模 

上海全市建设用地规模在 2011 年就达到了 2961 平方公里，占全市陆域面积的 43.6%，远

远超过了上一轮规划的控制指标。 

 

3月 11日，上海市政府下发《关于编制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意见》，

根据此指导意见，至 2020 年的上海新一轮规划更注重如何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坚持

可持续发展、增加城市魅力。 

  《指导意见》表示，未来 10年，上海将严守建设用地总量的“天花板”，实施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依靠存量优化、流量增效和质量提高满足城

市发展的用地需求，实现全市规划建设用地总量“零增长”。优化建设用地结构，降低

工业用地比重，提高公共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比重。鼓励土地合理

混合使用和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用。 

  资料显示，上海全市建设用地规模在 2011 年就达到了 2961 平方公里，占全市陆域

面积的 43.6%，不仅远远超过了上一轮规划的控制指标，也接近了全市可用建设用地规

模的极限，远远高于东京、伦敦、香港等同类城市 20%-30%比例。因此，严格控制用地

规模也成了当务之急。 

  另外，该意见也提及到自贸区建设，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引领带动作用，推进浦东滨江沿海地区能级提升。优化和完善杭州湾北岸功能，使

其成为生产、生活、生态相融合的综合发展地区，体现上海滨海城市特色。积极推进长

江口崇明三岛地区生态文明和新型城镇化示范建设。大力实施海洋发展战略，综合统筹

海洋功能区划和陆域空间规划，提高蓝色国土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水平。 

  除此之外，意见还要求严控生态空间底线，加大基本生态网络规划控制和实施力度，

锁定城市增长边界，促进空间布局优化。通过郊野公园、城市绿道等推进载体，营造具

有生态保育和休憩功能的城市生态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