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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居住、、保障与再分配保障与再分配

自 1998 年房改启动以来，我国房
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人均居住面积
也明显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到 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
筑 面 积 39 平 方 米 ，比 1978 年 增 加
32.3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
面积 47.3 平方米，比 1978 年增加 39.2
平方米。

与此同时，随着房价上涨，房地产
也迅速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资产。央
行于 2020 年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我
国居民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
为59.1%，高于美国居民家庭28.5个百
分点。

但这一过程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财
富再分配。新世纪以来，房地产市场经
历了至少5个上涨周期，其间虽然间或
有市场下行，但总体来看，房价上涨仍
是主旋律。

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
表示，房地产带来了家庭资产增加，
但也出现了分配不均。基于房地产
的财富增值效应，过去大部分家庭通
过买房实现了家庭财富的积累和增
值。但高房价下，一部分中低收入家
庭因为买不起房而无法获得这部分
资产，租房住又进一步加重了支出负
担。从这点看，分配不均的现象在加
剧。

IPG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也
认为，近年来，教育、医疗等资源越来越
多地附加在（购买而非租住的）房产之
上，既加剧了房价的畸形上涨，也导致
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保障体系
的建设也有所缺位。过去多年来，我国
楼市政策的发力重点在于商品房市场，
其间虽推出过一些保障房品类，但仍然
未能补齐住房保障短板，真正实现“两
条腿走路”。

此外，在“租购并举”的框架下，租
赁住房的建设也有所不足。直到近几
年，我国才开始在热点城市大规模推进
租赁住房建设，一些政策性租赁住房品
类也逐渐面市。

房地产既有财富效应，又有民生属
性，这也决定了其在共同富裕框架下将
发挥重要作用。

回归民生回归民生

事实上，近几年来，楼市调控的民
生色彩正在逐渐凸显。与之相对应的，

“支柱地位”的说法已极少出现在官方
表态中。

2014 年后，我国迈过房地产供需
平衡点，虽然区域性、结构性的需求
仍然旺盛，但楼市全面大涨的基础
已经不存在。2016 年末，监管部门
首次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即“房住不炒”），在政策导
向上回归房屋的居住属性，同时启
动本轮楼市调控。至今，调控的力
度、范围和时长均属空前，尤其在土
地、金融供给端的发力，在去杠杆的

同时，大大削弱了房地产的金融属
性。

弱 化 金 融 属 性 ，消 解“ 支 柱 地
位”，既与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相对
应，也有着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考
虑。

到 2020 年，我国商品房销售规模
已经突破 17 万亿元的高点，房地产投
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
重 达 到 27.2% ，房 地 产 业 增 加 值 对
GDP 的贡献率为 7.3%。从数据上看，
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然举足轻
重，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说法，房地产
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

“灰犀牛”。
在近些年的快速发展中，“高杠杆

—高增长”的模式令房地产业裹挟了过
多的金融资源，也累计了一定的风险。
过去一年多来，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
度出台后，一些城投债和房企债务接连
出现违约，说明行业的风险防御系统还
远远谈不上牢固。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去杠杆进程的
深入，房地产逐渐褪去支柱产业的“光
环”，其角色定位向居住、保障、民生等
属性回归。

今年 3 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用538字的较大
篇幅提及房地产，其中多数内容放在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的章节下，这也意
味着房地产的居住、保障等基本功能被
着重强调。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也在
近日的演讲中指出，“要努力满足人民
群 众 不 断 增 长 的 美 好 居 住 生 活 需
要……保证房地产业是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正能量的民生产业。”

调节收入分配调节收入分配，，补齐保障短板补齐保障短板

分析人士认为，基于房地产业的
特点，其在稳增长中的作用仍然重
要，前提是保持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不出现大的波动。相比之下，房地产
在防风险与保民生等方面的价值更
被看重。

许小乐认为，未来房地产调控将

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继续执行“三
线四档”、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
严查经营贷违规进入楼市等降杠杆
手段以及限购、限贷、限售等调控手
段 ，打 击 投 资 投 机 行 为 ，通 过 稳 房
价，让绝大部分家庭买得起房、住得
好。

在民生领域，房地产的作用有望体
现在调节收入分配、补齐保障短板两个
方面，前者主要对应房地产税改革，后
者对应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从去年末开始，房地产税就频繁
被相关主管部门提及。经过多轮政
策预热，今年 10 月 23 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
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这
也意味着房地产税试点即将迈出实
质性一步。

房地产税改革有着补充地方税收、
调节市场供需等多重作用，但考虑到将
增加持有环节税收、减少交易环节税收
的大方向，其在调解收入分配方面的作
用同样重要，也更符合“共同富裕”的要
求。

在建设住房保障体系方面，政策
的铺垫同样频繁。今年 6 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的意见》，提出加快完善以
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
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这
也是监管层首次明确住房保障体系
的三类构成。此后，监管层还对保
障性租赁住房这一新品类作出制度
安排。

与买卖市场相比，租赁住房建设
一直是短板。有数据显示，2020 年，
我国城镇家庭租房比例约 25%，低于
发 达 经 济 体 普 遍 超 过 30% 的 租 房
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对这一市
场的支持和规范也将是未来的政策
重点。

除上述主流方向外，柏文喜还认
为，共同富裕还可能促进与房地产有关
的其他制度改革。比如，涉及房地产的
遗产税与赠予税有望迎来调整，房地产
租赁方面的税收也有望加速完善。

本报综合消息

近年，房地产的角色有哪些变化
作为我国居民家庭的主要资产，房地产在

实现共同富裕中有着重要作用。在监管部门
近期的表态中，对房地产的定位和布局也逐渐
清晰。

今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召开第十次会
议，明确共同富裕标准，其中提到完善住房供
应和保障体系。

10月15日，《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扎实推
动共同富裕》，共有四处提到房地产。包括推
动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增加城乡居民
住房、农村土地、金融资产等各类财产性收入；
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
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重点解决好新市民住房问题；积极稳妥推进房
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

两次表态中，涉及房地产的内容愈加细化
和明晰。虽然大部分提法早已被外界熟知，但
若放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下，便体现出政策方
向的一致性，也能对近年来楼市调控的导向有
更深刻的认识。

将房地产纳入共同富裕框架的背后，不仅
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还与我国经
济增长、城市化进程、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密
切相关。

那么，近些年来，房地产的角色发生了哪
些变化？在共同富裕框架下，房地产能做些什
么？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记者 刘夏村）冬季来临，
受灾群众救助情况如何？年底历来是生产安全事故高
发期，将如何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多发，下一步如何
治理？围绕这些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在8日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

冬季来临，受灾群众救助情况如何？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周学文介绍，今年我国洪涝灾害

和往年相比较为严重。1 月至 10 月，洪涝灾害共造成
5890万人次受灾，590人死亡失踪，351.5万人次紧急转
移安置，20.3万间房屋倒塌。目前还有部分受灾群众因
为房屋倒塌处于过渡安置状态。

周学文表示，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减灾委有关成员
单位组织开展了救灾救助工作，包括迅速开展应急救
助，抢抓时间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精心部署做
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

周学文进一步表示，目前，应急管理部正会同财政
部测算安排中央冬春救灾资金，将会给予今年洪涝重灾
省份一定的倾斜支持。同时已于近日会同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在这次寒潮来临前，向部分省份调拨23.7
万件棉被和棉大衣等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确保受灾
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电动自行车火灾多发，下一步如何治理？
“目前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超过3亿辆，今年以

来全国已经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1万多起并造成人员伤
亡。这集中反映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的紧迫性、严
峻性、复杂性。”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局长琼色说。

琼色表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涉及生产、销
售、使用等多个环节，私自改装和违规使用的管理难度很
大，特别是不少城乡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
放、充电，有的还停放在门厅、走道、楼梯间等公共区域，一
旦起火燃烧，产生的高温有毒烟气很快能充满整个空间
和通道，导致疏散、逃生困难，造成人员伤亡。对此，就应
急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而言主要做三方面工作，即
强化综合治理、强化执法检查、强化宣传提示。

“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强源头管控和综
合治理，推动建设更多停放、充电场所，跟进出台这些场
所的消防安全标准，推动实施固定充电场所电价优惠政
策，为公众安全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提供更好保障。”琼
色说，“同时，指导物业管理单位加强巡查检查，及时制
止违法违规行为。”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记者 田晓航）国家卫生健
康委近日印发《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
年）》，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运用中医药技术方法开展儿童
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提出加强儿童中医药服务，推进
儿童中医保健进社区进家庭。

中医药具有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
势。我国注重发挥中医药在妇女儿童医疗保健服务中的
作用，早在 2018 年启动实施的《健康儿童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就提出，积极推广应用儿科中医适宜技
术，推进儿童健康领域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

今年4月，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
发《推进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工作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强化中医药在妇女儿童疾病诊疗和预防保健中的
作 用 。 而 此 次 印 发 的《健 康 儿 童 行 动 提 升 计 划
（2021-2025年）》突出强调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提
出坚持中医与西医相结合等基本原则，推出包括儿童中
医药保健提升行动在内的7项重点行动。

在儿童中医药保健提升行动中，提升计划提出，各级
中医医疗机构要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指导，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师的儿童保健和儿科诊疗服
务能力；鼓励家庭医生开展中医治未病服务；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和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要推广中医治未病理念和方
法，普及儿童中医药保健知识，提升群众中医药保健意识；
0至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达到85%以上。

同时，提升计划提出，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用中
医药技术方法开展儿童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加强儿科
中医药人才培养；积极推广应用小儿推拿等中医药适宜
技术，强化中医药在儿童医疗保健中的重要作用；建设
一批中医儿科特色专科。

此外，在儿童保健服务提升行动中，提升计划提出，
推进儿童眼保健服务，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中医适
宜技术试点。

我国推进儿童中医我国推进儿童中医
保健进社区进家庭保健进社区进家庭

应急管理应急管理部部

回应近期热点回应近期热点问题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