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限已至

各地保障房信息

仍养在深闺

据每日经济新闻消息 昨日，是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地方政府

公布保障房建设信息的最后期限。 但

在记者查阅的多个热点城市政府网站

上， 尚未发现有按要求公布保障房建

设计划、开工和竣工相关信息的。

■10 月底前难保开工任务

按照住建部于 5月 11日印发的《关

于公开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信息的

通知》，各地要在 20个工作日内，对保障

房年度建设计划、开工项目信息、竣工项

目信息予以公示。 即意味着，6月 9日将

是信息公开的“大限之日”。

《通知》要求，新开工和竣工信息

的公布要细化到项目，其中包括：项目

名称、建设地址、建设方式（集中新建、

改建、配建）、建设总套数、开工时间、

年度计划开工套数、 年度计划竣工套

数、竣工时间等。

根据已经公开的建设进度， 保障

房开工情况并不乐观。 截至 5月底，上

海经适房项目约完成开工计划的 25%；

江苏省 45万套保障房任务的总体开工

率约为 30%； 浙江省 18.5 万套保障房

任务目前已开工建设 6.16 万套， 进度

为 33.2%。 重庆的开工率较高， 截至 4

月底已开工保障房 20.4 万套， 占年度

建设总量的 4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部部

长杨红旭向记者表示， 房地产开发的

前期准备工作较多， 上半年开工建设

缓慢，高峰期通常在下半年。

据了解，开发商仅办理“四证”就

需要至少 4个月时间，到银行申请贷款

审核还需 2个月，前期手续是影响开工

的重要因素。

按照住建部的要求， 今年的 1000

万套保障性住房必须在 10月底前全部

开工。 距离上述期限，仅剩不到 5个月

的时间。 而去年的情况是，不少城市在

12月还在“抢攻”保障房开工任务。

杨红旭认为， 今年 10月底之前完

成开工任务的难度较大。 一方面由于

今年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达到

创纪录的 1000万套，规模空前；另一方

面，无论政府投入还是银行融资，都将

受到大环境的不利影响。

■地方支出或远超 4000亿元

资金向来是保障房建设的“短

板”，今年的情况可能更为突出。 由于

商业银行对信贷的严格管理， 以及存

款准备金率的逐步上调， 面向保障房

建设的贷款额度势必收紧。

杨红旭还认为， 在今年以来土地

市场持续低迷的态势下， 地方政府的

财政收入将受到较大影响， 对保障房

建设的投入也不容乐观。

数据显示， 今年前 5 个月， 全国

128 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总额仅 6659

亿元，同比下滑 5%。而北京、上海，降幅

分别达到 56%和 37%。

按照住建部的测算， 完成 1000 万

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任务， 共需

资金超过 1.3 万亿元， 其中 5000 亿元

将由各级政府筹措。 除去中央补贴，地

方政府需要投入近 4000亿元。

实际投入或远不止这个额度。 华远

地产总裁任志强近日发文表示，1.3万亿

元仅是保障房的建安成本， 而地方政府

的实际支出还将包括土地开发、 征地拆

迁、市政交通配套建设、教育医疗配套建

设、 园林绿化和能源供给等各项成本。

“细算一下账，大约要翻一倍地支出。 ”

目前地方政府公布的保障房建设

投入颇为可观。 河南省表示，截至 4月

底，已筹措建设资金 213.04 亿元，占计

划总投资的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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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土地出让收益按比提取教育金

据京华时报消息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工作和

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工作。会议要求从土地出让

收益中按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会议指出，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共同努

力下，我国财政教育投入持续大幅增长，已成为

公共财政第一大支出。 2010 年全国财政教育支

出相当于公共财政收入的 17.6%。 但要清醒地看

到， 到 2012 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4%的目标， 任务仍然十

分艰巨。

今明两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更大的

决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新增财力着力向教育

倾斜，更加突出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会议

要求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渠道，统一内外资

企业和个人教育费附加制度。

按照《教育法》的规定，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

加。 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各级政府安排支出预算时，要保证财政教育

支出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对预算

执行中的超收部分，也要按照这一要求安排教育

拨款。同时要把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作为公共投资

的重点，提高预算内基建投资用于教育的比重。

■解读

土地国有收益应全民享有

国土资源部公开数据显示，“十一五” 期间，

我国共批准新增建设用地 3 3 0 0 多万亩， 土地出

让收入高达 7 万多亿元。 2 0 0 8 年全国土地出让

总收入为 9 6 0 0 多亿元， 2 0 0 9 年就猛升至 1 . 5 9 万

亿元，同比增加 6 3 . 4 % ； 2 0 1 0 年更是高达 2 . 7 万亿

元，同比增逾 7 0 . 4 % 。

与“收”相比，土地出让金的“支”值得高度关

注。 由于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

理，近几年出让金大涨，其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不

折不扣的“钱袋子”。

对于土地出让收益的使用， 有关专家认为，

中国是土地国有政策，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土地

用作商业开发必须给予一定补偿，但是难以达到

分配到每个人。因此土地出让收益应该投入到公

共服务中去，按比例计提教育基金，提高教育水

平，全民受益。 另外，按照规划，到 2 0 1 2 年，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要达

到 4 % ，通过提取土地出让收益，有利于达到这个

目标。

住建部房价监控名单“增员”

限购令或扩至三四线城市

据中国经营报消息 近日，国土资源部向各地国土

部门下发了《关于严格落实异常交易地块上报制度有关

问题的函》，要求各县级国土部门对 2011 年以来的成交

地块进行清理， 对漏报的地块应在 6 月 30 日前补充上

报。 几乎与此同步，部分房价上涨较快或成交较为活跃

的中小城市，也已经登上住建部“城市房地产价格直报

系统”的名单。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已经在考虑，对房价

上涨压力较大、涨幅较快而当地购房支付能力不足的中

小型城市有选择地推广限购政策。

●中小城市纳入监测视野

在住建部对于各城市房地产价格、市场成交状况的

重点监测体系中，人口 200 万以下的部分中小城市终于

“上榜”，这些城市按照习惯可以划分为三四线城市。 记

者了解到，目前已经纳入这一房地产价格、成交重点监

测体系的中小型城市包括内蒙古鄂尔多斯、 陕西榆林、

山西大同、河北廊坊下属的香河、大厂、固安等城市。 在

2008 年前，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中小城市”，因房地产市

场起步较晚、发展较为平稳，一直并未卷入房价上涨与

房地产过热的旋涡。

在此之前，福建厦门、山东青岛、烟台等沿海省份的

主要非省会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成交走势等重点交

易数据，已经被纳入住建部重点监控的视野。 浙江温州、

金华、江苏无锡等一批非省会城市，也已经在住建部的

施压之下，陆续出台了严厉的“限购令”。

●限购令不会“挑三拣四”

之所以部分传统意义上的三四线城市被纳入房地

产价格的重点监测体系， 主要是由于 2010 年以来部分

小城市房地产价格出现快速上涨现象。 在此背景之下，

中小城市是否应该逐步纳入“限购”的范畴，开始进入决

策层的考虑范围。 中国房地产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4

月份北京、天津的房价环比出现下降，而北京更是四个

一线城市中唯一住宅均价环比下降的城市。北京周边的

河北情况却截然相反。 邯郸以 1.95%的涨幅位居房价涨

幅榜之首，廊坊的房价涨幅居全国百城第五位，保定、石

家庄、秦皇岛也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房价上涨。 一线城

市的“限购令”意外地成为周边三四线城市的短期利好，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记者了解到，房产“限购令”的实施范围很可能会继

续扩大， 最主要的就是防止投资资金涌向三四线城市。

“不是所有的中小城市一刀切，而是有步骤、有选择的考

虑， 第一步可能陆续从受到大型热点城市楼市影响较

大、房价上涨压力较大、本地居民住房支付能力较低的

城市展开，比如环首都经济带的一些城市。 ”一位消息人

士向记者表示，目前国务院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

住建部：

保障性住房质劣

负责人将被约谈

住建部要求实施

最严格质量监管严禁

擅自简化建设程序

据新华社消息 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近日

在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

管理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各

地要把加强质量管理贯穿于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全过

程，真正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成放心工程。

“十二五”时期，全国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为 3600

万套， 其中今年要建设 1000

万套。 在短时间内集中建设

如此量大面广的保障性安居

工程项目， 工程质量管理工

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

压力。

为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要求，切实加强对保障性安居

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组织领

导，建立健全层层负责的工程

质量责任制，严格执行基本建

设程序和质量管理制度，任何

人都不得擅自简化基本建设

程序。

大力强化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要在工程建设全过程实

施最严格的质量监督管理。凡

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发生质量

问题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要对问题查处情况进

行挂牌督办，对市县主管部门

负责人进行约谈；凡是发生重

大质量问题的，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将实施重点督办，并进行

通报，必要时直接查处。

认真开展保障性安居工

程质量执法检查。今年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将组织开展以保

障性安居工程为主的全国建

设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各

地自查工作要做到对保障性

安居工程全覆盖， 不留死角，

对检查出的问题要坚决整改，

严肃处罚，特别要强化企业资

质、人员资格和招投标等方面

的处罚，强化对不良行为的曝

光。

市场陷入纠结

限购令明后年或取消

据东方早报消息 “限购令持续时间不会很长，明

后年或会取消，不取消压力太大。 ”6月 7日，在“中国商

业地产博览会新闻主题研讨会”上，中国央行中房价格

指数研究员陈湛匀如是判断“限购令”的执行期限。

陈湛匀作出这一判断之际，市场对限购令正陷入纠

结：一边是有报道称楼市限购令可能将扩大至三四线城

市，一边是海口和大连等地近期先后传出限购令松动的

消息。

虽然已遭当地政府否认，但有观点称，二三线城市

的地方政府，背负着既要控制房价又要解决保障房建设

资金的双重压力，对取消限购或放松限购的期望较为迫

切。

另据财新报道，此前不久，某央企开发商曾称，“北

京高端项目的限购有可能在年底前放开”。据称，其消息

也来源于政府内部人士。

对上述种种未获证实的“传言”，中国指数研究院副

院长陈晟分析，这至少反映出，此前地方政府过于依赖

土地财政的情况亟待改变。 但经济结构转型时间长，目

前不少地方政府又面临债务平台清理，房地产低迷对紧

张的地方财政而言可谓雪上加霜。

相比于不欲轻言改变“土地财政”现状的地方政府，

面对调控，开发商的布局调整已然展开。

保障房是方向之一。 中国建筑国际行政总裁周勇告

诉媒体，该公司希望今年拿到 30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

保障性住房项目，截至目前，该公司已拿到超过 140 万

平方米。

陈晟称，投建保障房是开发商在特殊时期的应对布

局。短期看，如果没有适当的布局调整，不少企业甚至无

法生存下去，熬到限购政策的结束。

商业地产是部分开发商眼中的另一避风港。

但陈湛匀认为，虽然商业地产前景广阔，但对于中小

企业而言依然风险重重，“不少企业投向三四线城市，但

当地的人均 GDP还很低，尚不具备商业地产的条件。 ”

关于保障房，陈湛匀说，现有的保障房资金缺口达

8000 亿元，即使现有的保障房计划全部落实，也只能覆

盖 20%的群体，“未来房价会继续涨。 ”6 月 5 日，新华社

报道称，截至 5 月底，部分省市的保障房项目开工率不

足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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