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十四五”建设领域“重头戏”

近年来，许多城市针对保障性
租赁住房领域开展了积极探索。“重
庆版”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有何
特色？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激发各方参与保障性租赁住
房的建设热情，我市坚持政策引导、
多方参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调动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激发市场活力方面，我市全面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明确的支
持政策，充分听取企事业单位、园区
企业、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开发企
业等市场主体意见建议，结合实际
细化完善政策措施；明确土地出让
价款分期收取、市级财政资金奖补、
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将专业
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认定标准放
宽到经营租赁住房500套（间），扩
大税收优惠覆盖面；动员金融机构
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提供长期低

息贷款，减轻企业融资压力。截至
目前，建设银行重庆分行已累计授
信120亿元、投放40.6亿元。

调动国企参与方面，我市支持
央企、市属国企积极参与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发挥了国有企业

“压舱石”和主力军作用。近年来，
我市推动成立渝地辰寓住房租赁
公司，形成住房租赁市场研究、投
资、产品、建造和运营五大业务体
系，已运营租赁住房1.1万套（间），

“十四五”期间计划运营 6 万套
（间）；支持建设银行旗下建融住房
（重庆）公司开展市场咨询、金融贷
款、居民存房等业务，成功签约落
实房源约1.2万套。以上房源均纳
入保障性租赁住房。

在此基础上，重庆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创新。以江北区南桥苑“建融家
园”项目为例，南桥苑项目建于上世
纪90年代末，系砖混结构安置房，项
目改造前空置多年，配套设施不完

善，外墙大面积脱落，内部渗水，管线
混乱。建融住房（重庆）公司接手后，
投资400余万元实施电梯加装、综合
改造，配备家具家电，打造国内首个
老旧小区改造的集中式长租公寓“建
融家园”，项目投入运营不到1个月，
46套房源全部按市场价租出，受到当
地居民和周边市民欢迎。

在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的
过程中，相关企业还组建了产业联
盟，凝聚发展的合力。近年来，重庆
积极支持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加大
住房租赁业务投入力度，引导企业
从单一的“开发销售”向“租购并举”
模式转变，累计培育专业化规模化
住房租赁企业23家；推动租赁运
营、设计施工、智能设备、家用电器、
金融机构等行业探索创新合作模
式，组织20余家住房租赁龙头企业
及产业上下游企业组建重庆市住房
租赁产业联盟，推动租赁行业实现
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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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租赁住房要实
现高质量发展，既要做好
建设，更要做好服务和管
理，才能更好地提升新市
民和青年人的获得感、体
验感、幸福感。

为提高保障性租赁住
房的保障效率，我市坚持
促进发展与严格监管并举
的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完
善政策监管体系。

重庆出台“硬核”措施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
房，不仅制定保障性租赁
住房建设改造装修标准、
项目认定办法、分配管理
细则等；还发布《既有非住
宅建筑租赁居住化改造技
术标准》。这是全国首部
既有非住宅建筑租赁居住
化改造地方标准，按照不
同的租赁住房类型，从改
造设计、施工、验收到运营
维护，提供技术标准指引，
规范配套公共区域、服务
设施及商业服务网点。目
前，我市“非改租”项目已
有1万余套（间）房屋投入
使用。

强化部门联动方面，
重庆成立市发展保障性租
赁住房领导小组，将保障
性租赁住房工作纳入市
级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构
建市、区县快速审批绿色
通道，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发展改革、规划自然
资源、财政等部门联合会
审，审核通过后出具项目
认定书；通过联合会审、
部门协作，协调解决大庆
村青年公寓（改建）等项目
建设中的实际困难，仙桃
数据谷1800余套青年人才公寓纳入保障
性租赁住房管理后，水电气价格按居民标
准执行。

为确保租赁住房的有效监管，我市还
建立全市统一的住房租赁管理服务信息
化系统，对建设运营管理进行全过程监
督，实现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市场
租赁住房“三房打通、一网监管”，为企业
和租户提供房源核验、信息发布（查询）和
信用评价等优质服务。目前，17家社会
企业平台完成系统对接，住房租赁企业、
中介机构可通过系统进行开业报告或机
构备案，已核验房源13万套、完成租赁合
同备案11万份。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重庆将重点围绕“房子怎么建，政策
怎么给，人员准入怎么核，租金怎么定，后
期运营怎么管”等方面继续展开深入探
索，进一步发挥广泛宣传的作用，让区县
从“要我干”转为“我要干”，让各类市场主
体明白国家有政策支持；进一步发挥监测
评价的作用，以监测评价为抓手，落实各
区县和有关单位主体责任；进一步发挥项
目认定书的作用，让各类市场主体凭项目
认定书享受税收优惠、民用水电气价格和
金融支持政策，推动“十四五”期间全市保
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住有
所居目标实现。

重庆多措并举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让更多新市民和青年人“住有所居”

前不久，市民廖承军把工作
地点换到了东原D7商业办公
区。为了方便通勤，他在江北大
石坝的CCB建融家园·大庆村
青年公寓租了个单间配套，从公
寓处走到上班地点不到20分钟
时间。

大庆村青年公寓是建设银
行会同江北区宏融公司打造的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它将原有
闲置的国有资产盘活，“梳妆”成
286套精装修公寓，面向无房新
市民、青年人出租，主要为周边
白领办公人群服务。市民仅需
凭借身份证到公寓前台登记，录
入基本信息，核对其在公寓所在
区内没有住房后，1个小时内就
可以办结入住手续，直接入住。

大庆村青年公寓的投用，是
我市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
一个剪影。来自市住房城乡建委
的消息称，我市以发展保障性租赁
住房为抓手，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截至目前，全市已筹集保障
性租赁住房房源4万余套（间）。
预计“十四五”时期，全市新筹建保
障性租赁住房40万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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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是基本的民生。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不仅是一项重大改革、
重大民生工程，是完善住房保障体
系、健全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重要
内容，也是落实“房住不炒”、缓解住
房租赁市场结构性供给不足的重要
举措。

为解决大城市的住房突出问
题，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
意见》。《意见》明确提出，保障性租
赁住房主要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
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
以建筑面积不超过70平方米的小
户型为主，租金低于同地段同品质
市场租赁住房租金。同月，加快发
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和进一步做好房

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
确要求，把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作
为“十四五”住房建设的重点任务。

为什么保障性租赁住房会成为
“十四五”时期住房建设领域的重点
任务？一位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我
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出现了规模
庞大的租房群体。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流动人口为3.76亿人，10年
间增长了将近70%。大量的人口
流动带来的住房矛盾，集中体现在
一些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中，针对
新市民、青年人群体的租住房源缺
少。与此同时，我国每年有规模庞
大的新就业大学毕业生，毕业生中
相当一部分进入大城市工作。这两
个群体汇合在一起，带来了巨大的

租房需求。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在这位

业内人士看来，我国提出加快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切实解决新市民、
青年人的住房问题，既是提高城市竞
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
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幸福生活向往的举措，推进以人
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需要。

“把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
‘十四五’住房建设的重点任务，就
是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买不起房
又租不好房的难题。通过大幅增加
与新市民、青年人需求相适应的小
户型、低租金房源，有效缓解其阶段
性住房困难，让他们在城市里留得
下，住得体面。”市住房城乡建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重庆不

仅起步早，还开展了许多探索。
比如，2019年底，重庆被住房

城乡建设部列为全国完善住房保障
体系试点城市之一，率先探索发展
政策性租赁住房，试点发展了金石
广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等，为全
面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积累了
一定经验。

又如，2019年，重庆经过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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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30
亿元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主要
用于支持住房租赁项目，包括新建、
改建以及盘活存量房屋用作租赁住
房的项目。在试点中建设的租赁住

房，符合规定的均纳入保障性租赁
住房管理。为了帮助无房新市民、
青年人解决阶段性住房困难，我市
加大了存量房屋改建支持力度，对
符合条件的闲置和低效利用的非居
住存量房屋，允许依法依规改建为
保障性租赁住房，许多新市民、青年
人的住房问题得到缓解。

如今，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
房成为新发展阶段重庆住房保障工
作的重中之重。市住房城乡建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经过多年发展，重庆
在保障性住房领域已建立起一套政
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的较为完善
的建设路径，为加快保障性租赁住
房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
实基础。

实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有效供
应，必须聚焦不同群体的租赁需
求。如何多方面满足城市里的新市
民和青年人的合理住房需求？我市
积极探索，建立多渠道保障的供应
体系。

陈女士是两江新区辰寓冠寓照
母山青年公寓的租户，说起自己的
居住环境，她赞不绝口：“这里的房
屋性价比很高。公寓不仅离轨道交
通5号线和光环购物中心近，小区
的智慧门禁、线上智慧客服服务也
到位，生活、工作都很方便。”

辰寓冠寓照母山青年公寓是国
企重庆市地产集团成立的重庆市
渝地辰寓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与民
营房企龙湖集团共同打造的市级
国有租赁住房的首个标杆项目。
该公寓总建筑面积约 5000 平方
米，住宅房源119套，为周边产业
技术人员及企业管理人员提供了
高品质的居住体验。

积极投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的不仅是地产集团和龙湖集团。为
多方筹集房源，我市根据商品房、公
租房等供应实际，按照“盘活存量为

主、适当新建为辅”的思路，盘活存
量房源，科学规划合理配建项目，与
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相结
合，开展了一系列“住房租赁+”尝
试。

一方面，我市广泛动员机关、教
育卫生与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产业园区，全面清理公租
房、人才房、安置房等具有保障性
质的房源，明确将建筑面积70平
方米以下为主、闲置2年以上且主
体结构安全的房源，依法依规纳
入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计划，初
步梳理符合条件的房源14.1万套
（间），将通过改建、改造等方式逐
步投入使用。比如，巴南区收储
闲置安置房打造“南彭劳动者青
年公寓”540套，入住率达90%以
上，有效解决了附近物流园区蓝领
职工租住问题。

另一方面，我市根据土地资源、
人口分布情况，在盘活存量的基础
上，结合新市民、青年人的现实需
求，适当利用新供应土地建设；重点
在“一点四区”，即轨道站点、产业园
区、商业办公区、校区和院区（医院）

及周边，利用新供应国有用地配建
保障性租赁住房，推动尽早落地一
批新建项目。

位于九龙坡石桥铺商圈的金石
广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就是我
市首批利用企事业单位自有存量土
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原政策性
租赁住房）的一个尝试。该项目1
号、2号、3号塔楼2020年纳入了重
庆市政策性租赁住房试点范围，建
筑面积约3.3 万平方米，房源746
套，主要面向新市民和青年人才出
租，深受群众欢迎。

不仅如此，我市将保障性租赁
住房建设与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
造提升、棚户区改造结合，探索“住
房租赁+老旧小区改造”“住房租
赁+产业发展”“住房租赁+人才安
居”等模式。截至目前，我市通过
老旧小区改造实施保障性租赁住
房项目12个、房源2400余套；在
产业园区建设蓝领公寓项目 14
个、房源5500余套；支持科研院所
建设人才公寓项目 10 个、房源
5000余套，上述房源均全部纳入
保障性租赁住房。

设
置
快
速
审
批
绿
色
通
道
，完
善
全
过
程
监
管
体
系

政策引导凝聚合力，各方积极参与投资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立多渠道保障体系，大力开展“住房租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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