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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保障 构筑多层次多渠道住房保障体系

补短板 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住房问题，既

是民生问题，也是
发展问题，关系千
家万户的基本生活
保障，关系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关系
社会和谐稳定。

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加
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
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让全体人民住
有所居”。

让全体人民住
有所居，是党和政
府的庄严承诺，更
是民生保障的切实
行动。

近年来，市住
房城乡建委按照
“一个定位、两大体
系、三个为主”的总
体思路，即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
统筹住房市场体系
和住房保障体系，
以市场为主满足多
层次购房需求、以
政府为主提供基本
住房保障、以租赁
住房为主解决市民
居住问题，努力实
现让全体人民“住
有所居”。

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既是落实
国家住房制度的要求，也是建立和完
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市通过大力培育市场主
体、优化租赁住房供应渠道、完善住房租
赁服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住房租
赁管理，建立健全住房租赁体系，优化住
房市场结构，努力补齐“租赁”短板。

政策为引领，制度来保驾。
2019年，我市通过竞争性评审，成

功入选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
展试点城市；去年，市政府办公厅出台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的实施意见》；随后，市住房城乡建委
联合市财政局制定了资金管理办法、
项目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
件。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房源如何保
障？

一方面，在上述一系列政策制度的
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进程中来。当前，
我市已初步构建起国有平台公司固
基、专业化规模化公司引领、重中轻资
产相互协作、国有民营企业错位发展
的租赁市场发展企业架构，累计新增
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21家。

另一方面，我市以盘活存量为主、
新建改建为辅的方式，大力筹集租赁
住房房源。2019 年以来，我市累计筹
集租赁住房13.16万套，其中新建改建
租赁住房 5.31 万套，盘活存量租赁住
房7.85万套。

此外，各类租房乱象和纠纷，也制
约着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

为此，市住房城乡建委联合市公安
局、市信访办、市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
门，针对住房租赁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专
项治理行动，并成功上线了“重庆市住房
租赁服务平台”，探索建立起一套加强市
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的长效机制。

近4年，我市年均人口净流入规模在
10万人以上，其中非户籍常住人口、新落
户的大学毕业生等新市民占比较高。解
决好他们的居住问题，关乎社会经济高
质量发展之大局，势在必行。

通过不断尝试和探索，目前，我市已
逐步构建起一套包含公租房、保障性租
赁住房、人才安居保障工程、棚户区改
造、老旧小区改造、住房公积金覆盖等在
内的多渠道支撑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为近300万市民圆了“安居梦”。

公租房建设方面，截至目前，全市累
计分配公租房约 54万套，直接惠及约
140万住房困难对象。重庆公租房小区
及管理机构获得“全国和谐社区”等国
家、市级荣誉236项。

与此同时，为了助力“筑巢引凤”，让
人才在重庆安居安心，去年，市住房城乡
建委牵头出台了《重庆市人才安居实施

意见》，分层制定针对性的12条人才安居
措施，将住房优势转化为吸引人才优势，
为全市系统化开展人才安居工作提供制
度保障。

人才安居工作迅速在我市铺展开
来：渝北区在仙桃数据谷建设“云鼎汇”
人才别墅、“菁英天地”人才公寓，提供人
才住房1843套；渝中区在解放碑商圈改
造存量住房约500套，并引进品牌租赁企
业运营管理，人才享受租住优惠；两江新
区在鱼复、龙兴、水土三大产业集聚区，
改造2000套存量住房作为人才公寓；九
龙坡区配建314套商品住房作为青创人
才公寓……

截至去年底，全市共筹集人才公寓
3.02万套，提供定向配租住房6.02万套，
累计为各层次人才提供安居服务约10万
人次，支持人才购买商品住房1.14万套、
123万平方米，为吸引、留住人才提供了

重要支撑。
此外，市住房城乡建委还正在大力

探索“住房货币化”，为现有的住房保障
体系提供重要补充，其中包括租赁补贴
等。

今年7月1日，我市出台的《重庆市
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暂行办法》
将率先在中心城区施行，并逐步向全市
铺开。补贴对象主要针对两类群体：一
是本市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二是本市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
公交司机、环卫工人。

本次租赁补贴面积标准为 1 人户
20平方米/人、2人户及以上15平方米/
人，每个家庭补贴面积的上限为 60平
方米。租赁补贴金额标准不低于 20
元/平方米，不高于25元/平方米，该金
额标准实行动态调整，每两年向社会公
布一次。

渝北区仙桃数据谷人才公寓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委 努力实现“居者有其屋”

垫江桂阳街道地税八一大院，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旧貌换
新颜 摄/罗斌

渝中区双钢路老旧小区改造
后，道路平整了，安装了健身器材、
塑胶跑道，新增了老年食堂、养老
服务中心、“四点半”课堂等社区便
民服务设施，居民从以前“小区环
境差不愿意下楼”，到现在“每天都
想出来转转”。

位于南岸区铜元局的长江村
片区通过实施棚户区改造，不仅实
现了居住设施和环境的焕然一新，
同时还通过在小区道路、房屋外立
面装饰中植入历史文化元素，修建
起反映铜元局历史变迁的文化走
廊，别有一番韵味。

……
这些城区居住环境的嬗变，正是

市住房城乡建委一手抓“住有所居”，
一手抓“安居宜居”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市住房城乡建委以城
镇C、D级危房为重点实施棚户区
改造。“十三五”时期，全市共累计
完 成 棚 户 区 改 造 24.78 万 户 、
2787.56 万 平 方 米 ，完 成 投 资
1495.27亿元，87万棚户区群众圆
了“安居梦”。

同时，从2018年，我市启动了
新一轮老旧小区改造。截至目前，

我市已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281个、4388.76万平方米，惠及居
民49.85万户，“十四五”时期，有序
推进约1亿平方米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任务实施。

在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过
程中，市住房城乡建委还还尤为注重
对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风
貌建筑的保护，通过“保留-改造-提
升”的方式，留住建筑原有的历史风
貌特色和文化肌理，提升人文内涵，
打造具有城市记忆的风景线。

此外，管理和服务水平，也直
接决定着居住的品质。

近年来，我市通过推进公租房
“管理精细化、业务精准化、服务标
准化”，在公租房小区开展了12项
102个房管物业服务品牌项目创建
工作，实现了基础设施、物业服务、
文化活动开展等全方位的提档升
级，让住房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从

“有房住”到“住得好”的转变。
随着住房供给从“住有所居”

向“安居宜居”的迈进，人民群众必
将从中收获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加速实现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和向往。

优品质 从“有房住”到“住得好”

我市已逐步构建起多渠道支撑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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