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期间，上海将继续贯

彻落实中央有关精神，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继

续坚持和完善两个体系、“三个为

主”、“四位一体”，逐步形成购租并

举的住房体系。一方面推进房地产

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著增加

住房供应，优化住房供应结构，提高

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比例；

另一方面强调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

发展长效机制，坚持房地产市场调

控不动摇。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研究建立符

合市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

度和长效机制。严格规范住房市场

秩序，加强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和房

地产中介监管，强化对房地产企业、

中介机构违规违法行为的查处。

《规划》如何体现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为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形成

符合市情、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

实现住房总量平稳增长，本市“十

三五”期间的土地供应，总体是按

照“住房用地供应总量较‘十二五’

增长、商品住房用地稳中有升、租

赁住房用地大幅增加、保障性住房

用地确保供应”的原则；新增住房

供应总套数要比“十二五”期间增

加 60%左右。预计新增各类住房

用地 5500 公顷，将比“十二五”期

间增加近 20%。其中商品住房用

地2000公顷，约45万套；租赁住房

用地1700公顷，约70万套；保障性

住房用地 1800 公顷，约 55 万套

（征收安置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

等）。总的来讲，将通过加大土地

储备力度、盘活存量土地以及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等措施，增加住

房用地供应。

《规划》明确提出要“明显增加住房用地供应总量，保证
商品住房供应稳中有升”，具体如何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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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上海市住房发展“十三
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昨天正
式发布。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
城镇住房供应总量以及住房用地供
应总量将显著增加，其中新增住房供
应总套数约170万套，比“十二五”增
加60%左右；住房用地预计供应5500
公顷。本市将积极推进购租并举的
住房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房地产市
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上
海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保障和改善市民基本
居住条件。到2020年基本形成符合
市情、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实现住
房总量平稳增长、住房价格总体稳
定、住房困难有效缓解、住房结构有
所优化、居住条件明显改善、管理能
力显著提升的总体目标。

为实现目标要求，“十三五”期
间，本市住房用地供应总量将明显增
加，预计供应5500公顷，其中商品住
房用地稳中有升，租赁住房用地大幅
增加，保障性住房用地确保供应。城
镇住房供应总量也将显著增加，预
计新增供应各类住房约 170 万套。
其中，商品住房约45万套，以中小套
型普通商品住房为主；租赁住房约
70 万套；各类保障性住房约 55 万
套。此外，以市场为主，新增代理经
租房源30万套（间）左右。按照“留、
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的原
则，用城市更新理念推进旧区改造，

中心城区完成二级旧里为主的房屋
改造240万平方米，实施约5000万平
方米的各类旧住房修缮改造。积极
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农村低收入户
危旧房改造。

《规划》强调要突出住房居住功
能，努力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
加快完善住房保障各项体制机制，
进一步优化保障性住房供应结构，
保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旧住房
改造力度，健全实物和货币补贴相
结合的保障方式，努力解决本市户
籍中低收入群体和住房困难群体的
住房需求，多渠道保障和改善市民
基本居住条件。

《规划》明确要大力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鼓励住房租赁消费，稳定住
房租赁关系，到2020年，基本形成多
主体参与、差异化供应、规范化管理
的住房租赁市场，更好缓解部分常住
人口及青年群体和各类人才、创业人
士的居住问题。在新增供应租赁住
房约70万套的基础上，还将通过政
策引导扶持住房租赁企业扩大规模。

“十三五”期间，本市还将继续严
格规范住房市场秩序，加强和完善房
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建立健全房地产
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不断推进
房屋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理顺
市区房屋管理体制，强化国有企业在
住房保障、住房租赁市场建设、公房
管理等住房发展方面的功能性、公益
性、专业性作用，全面提升住宅小区
综合治理水平和住房绿色环保节能
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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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同时，本市将积极推进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建设。根据
《规划》，“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到2020年基本形成符合市情、购租并举的住房
体系，实现住房总量平稳增长、住房价格总体稳定、住房困难有
效缓解、住房结构有所优化、居住条件明显改善、管理能力显著
提升的总体目标。

[Q&A]

完善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是

规划的重点之一。“十三五”时期，

将大幅增加租赁住房供应，在产业

集聚区、交通枢纽地区、商办过剩

地区重点发展租赁住房，预计新增

供应租赁住房 70 万套；还将以市

场为主，盘活存量住房资源，新增

代理经租房源30万套（间）。积极

促进租赁企业发展，提高住房租赁

企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

平。鼓励开发企业持有一定比例

商品住房用于社会租赁，进一步完

善和落实对企业长期持有的租赁

住房的支持政策，同步做好与住房

保障体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住

房租赁中介机构作用，规范发展租

赁各类主体，鼓励个人依法出租自

有住房，规范个人出租行为，推进

“群租”治理。同时以区为主，发挥

区属国有企业公益性功能优势，作

为租赁市场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

量，代表政府持有一定比例的租赁

住房，在租赁市场中起到“压舱

石”、“稳定器”的作用。

《规划》提出，将大幅增加本市租赁住房供应，具体有哪
些举措？如何逐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

上海的旧区改造，先后经历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365”危棚简屋

改造、“十五”时期新一轮旧区改造

以及“十一五”以来的成片二级旧

里以下房屋改造，市民群众住房条

件持续得到改善。

“十三五”旧区改造将更加注

重处理好历史建筑保留保护与改

善旧区居民居住条件的关系，用城

市有机更新的理念，按照“留、改、

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的原则，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创新工作方

法，优先改造房屋危旧、居住条件

困难、安全隐患严重、群众要求迫

切的区域，实现既改善旧区居民群

众的住房条件，又保护和传承历史

风貌和历史文脉。

“十三五”期间，本市将完成中

心城区二级旧里为主的房屋改造

240万平方米，更加注重“保基本、

讲公平、可持续”，补偿安置由实物

安置向货币和实物并举转变，逐步

转向货币安置为主，鼓励被征收居

民选择货币化安置；实施各类旧住

房修缮改造约 5000 万平方米，主

要通过成套改造、厨卫改造、全项

目修缮等方式实施改造，提高建筑

使用功能、安全性能，缓解老旧居

住小区市政基础设施陈旧、公共服

务配置不足的矛盾。

对于旧区改造，《规划》提出要从以往的“拆、改、留”过
渡到“留、改、拆”，以保留保护为主，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针对本市住房发展的实际情

况，《规划》在努力满足各类群体合

理住房需求、改善基本居住条件的

基础上，重点关注两类对象的居住

问题。第一类是本市户籍中低收入

群体和住房困难群体。通过“四位

一体”保障体系完善，保持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和旧区、旧住房改造力

度，健全实物和货币补贴相结合的

保障方式，并且明确廉租住房“应保

尽保”、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能进则

进”等原则，第二类是部分常住人口

及其青年群体和各类人才、创业人

士等。通过大幅度增加市场租赁住

房的供应，发展和规范住房租赁市

场，让这类群体实现安居乐业。

《规划》强调要保障和改善市民基本居住条件，比较关
注的是哪些群体？

【
摘
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