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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报道：1 月
5 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的意见》，从加强住房租赁信贷产品和
服务模式创新、拓宽住房租赁市场多元化
投融资渠道、加强和完善住房租赁金融管
理等方面推出 17 条举措，支持住房租赁市
场发展。《意见》将于今年2月5日起施行。

《意见》 明确，加大住房租赁开发建
设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商业银行向房地产
开发企业、工业园区、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企事业单位等各类主体依法合规新
建、改建长期租赁住房发放住房租赁开发
建设贷款。住房租赁开发建设贷款期限一
般为3年，最长不超过5年。

《意见》 提出，满足团体批量购买租
赁住房的合理融资需求，住房租赁团体购
房贷款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30 年。《意见》
还明确支持发放住房租赁经营性贷款，鼓
励商业银行积极探索适合住房租赁相关企
业需求特点的金融服务模式和金融产品。

在拓宽住房租赁市场多元化投融资渠
道方面，《意见》 提出，拓宽住房租赁企
业债券融资渠道，支持发行住房租赁担保
债券，稳步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引
导各类社会资金有序投资住房租赁领域。

此外，《意见》强调加强和完善住房租赁
金融管理，严格住房租赁金融业务边界，加
强住房租赁信贷资金管理，规范住房租赁直
接融资产品创新，防范住房租赁金融风险。

两部门推出17条金融举措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明确——

加大住房租赁开发建设信贷支持力度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通
讯员穗规资宣报道：1 月 5 日，一张
印有广州市花的票据——广州市第一
张房票，在荔湾区石围塘征拆现场
交到居民手中。

作为首个推行房票的一线城市，
1 月 4 日，《广州市房票安置实施方
案》 经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次日便在荔湾区石围塘积极探
索实施路径，在石围塘旧城改造项
目试点推进房票安置新模式。

房票可购买“定点入库”房源

近日，荔湾区土地开发中心以石
围塘项目为试点，率先落地全市第一
批“房票安置”。据悉，已发放的房票

凭证载明房票类型、购房地址、票面
金额等信息，可由本人或其直系亲属
购买“定点入库”的新建商品房源，荔
湾发展集团、中海集团、珠江实业、力
诚投资公司已纳入“定点入库”名录。

领取到第一张房票的居民周女士
表示：“通过房票政策，我多获得 1
万多元的补贴，购房更划算了。”

解决旧改难题的有益探索

去年 10 月，《广州市城市更新专
项规划 （2021-2035 年）》《广州市
城 中 村 改 造 专 项 规 划 （2021- 2035
年）》 明确提出通过探索房票政策
机制破解改造安置难题。

房票机制，是一种货币补偿方

式，但并非直接将补偿金发给拆迁
户，而是根据补偿标准对被拆房屋
进行价值评估，以类似于购房券的
形式发放至拆迁户手中，其可使用
该房票到一定区域置换房屋。

据石围塘项目相关负责人解释，
房票是征收安置的一种创新制度，
坚 持 了 群 众 诉 求 与 城 市 建 设 相 结
合，相比其他安置方式，房票制度
拓宽了政府安置渠道，有利于激发
房地产市场活力，同时满足了被征
收人差异化需求。

记者了解到，国内已有郑州、南
京、厦门等城市表态将出台“房票
政策”，但广州此次发出的房票为一
线城市中的首例。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
究员李宇嘉认为，房票政策是加快
推进城中村改造“较为可行的一个
选择”。对市场来说，其好处是能把
拆 出 来 的 需 求 ， 定 向 引 导 到 楼 市
里；对开发商来说，可以定向去库
存；对于改造主体来说，不用建设
回迁房，免去了临迁费；对于政府
来说，改造腾出空间，可以落地公
共设施和保障房。

据荔湾区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下
一步将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房票安置
工作经验，完善相关制度，并在聚
龙湾、花地河西片区等项目大力推
广房票安置模式，更好地满足被征
拆群众改善性住房需求。

一线城市首张房票在广州荔湾发放
将在多个项目大力推行“房票安置”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
道：1 月 4 日，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会同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起
草的 《关于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
造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意见》） 发
布，于2月4日前向社会征求意见。

坚持人民政府负主体责任

《意见》 提出，城中村改造的对
象是以深圳市域内原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继受单位及原村民实际占有使
用的现状居住用地为主的区域。具
体 来 说 ， 城 中 村 改 造 分 为 拆 除 新
建、整治提升、拆整结合三类，具
备条件的城中村实施拆除新建，不
具备条件的城中村实施整治提升，
介于两者之间的实施拆整结合。

此次 《意见》 由过去的“政府统
筹、市场运作”转变为“坚持人民
政府负主体责任”。在拆除重建类的
城中村改造项目方面，《意见》 中规
定坚持人民政府负主体责任，由区
政府组织实施拆除新建类城中村改
造工作。

对 此 ，《意 见》 起 草 说 明 中 指

出，深圳市确立了“政府统筹、市
场运作”的城中村改造实施模式，
推动城中村改造工作有序开展。然
而，在房地产市场下行、企业资金
压力增加等背景下，部分城中村改
造项目难以推进实施，直接影响改
造项目的实施效果。面对未来城市
发展需求，亟需以城中村改造为抓
手，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
合的存量用地开发和城市空间治理
新模式。

2/3物业权利人同意即可改造

据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
2023 年 9 月 《深圳城中村楼栋字典
2022》 数据，截至 2022 年底，深圳
全市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城中村单元
共计 2042 个，城中村总楼栋约 31.9
万栋，总套 （间） 约 591.3 万，总建
筑面积约 2.2 亿平方米，占全市建筑
总量比重超过40%。

针对超过全市超过 40%的城中村
建筑比例，《意见》 对于拆除新建类
项目明确，划定拆除新建类城中村
改造范围，鼓励实施区域统筹和成
片开发，在城中村空间范围的基础

上将周边低效用地一并纳入实施改
造。

其中，满足四类条件的城中村用
地优先纳入拆除新建范围：一是位
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
空间规划、各类专项规划等确定的
重点功能片区、重点发展组团、轨
道 枢 纽 地 区 的 ； 二 是 位 于 国 家 、
省、市等各级重大民生项目、重大
基础设施范围的；三是位于 20 大先
进制造业园区、重大产业项目范围
的 ； 四 是 存 在 公 共 卫 生 安 全 风 险
大、房屋安全和消防安全隐患多、
配套设施落后、环境脏乱差、社会
治理难等突出问题，或经相关部门
评估亟须实施改造的。对于不具备
拆 除 新 建 条 件 的 ， 纳 入 整 治 提 升
（含拆整结合） 类城中村改造范围。

《意见稿》 还提出，对于拆除新
建类城中村改造项目，工作流程包
括意愿征集和项目可行性研究、纳
入 拆 除 新 建 类 城 中 村 改 造 年 度 计
划、基础信息核查等。其中，在意
愿征集方面，拆除新建类城中村改
造项目需经物业权利人 2/3 以上同
意，并经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
单位同意后方可实施。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报道：近
日，记者从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
悉，佛山发布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
贷款等管理办法，双缴存职工家庭首套住
房最高可贷130万元。

佛山市此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包括《佛
山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佛山市住
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佛山市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关于明确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有关事项的通知》《佛山市灵活就业人员
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法》，上述管
理办法从今年3月1日开始施行。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
理办法》 施行后，单缴存职工家庭最高可
贷提高至 60 万元，双缴存职工家庭首套住
房最高可贷 100 万元；对于绿色建筑、装
配式建筑、多孩家庭购买首套住房，最高
贷款额度可分别上浮 10%且上浮比例可累
加，即单缴存职工家庭首套住房最高可贷
78 万元，双缴存职工家庭首套住房最高可
贷 130 万元。购买第二套住房单缴存职工
家庭最高可贷 50 万元，双缴存职工家庭最
高可贷80万元。

此外，《佛山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
法》还明确了提取情形。其中，住房消费类
的提取情形，包括购买、建造、翻建、大修
自住住房；偿还购买自住住房贷款本息；
在本市租房自住；本市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在本市租房自住提取的，如果为多孩
家庭，月最高可提取额度以本市统计部门
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核
定，月租金大于月最高可提取额度的，超出
的部分不计入可提取额度。该办法施行
后，缴存职工贷款买房的，在偿还贷款期
间，可每月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如果是
在本市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住房公积
金账户余额按月冲抵住房公积金贷款。

深圳拟推出城中村改造新规

政府主体负责 四类用地优先拆除

佛山首套房公积金

最高可贷130万元

居民领取房票现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