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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倪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出席介绍情况，并答记者

问，问题涉及到多个市场关注话题，如如何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好房子”建设、保交房进展等，

其中会议开始倪虹部长介绍有关情况时，指出： 

◼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民生性强是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下一步，我们将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聚焦制约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突出矛盾，以夯实基础、深化改革为主线，以完善机制、体制、法治为重点，以让人民群众住上

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好房子为基点，统筹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各项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

新模式，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进一步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系统开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

城区“四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以务实行动不断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发布会原文链接：http://www.scio.gov.cn/live/2024/34507/index.html 

 

【中指解读】 

1、强调住房的“民生性”，未来住房的供给和保障或更加重视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 

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文

较大篇幅提及房地产，且主要内容出现在了“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部分，较为明确的强调了

房地产的民生性，具体政策既包括中长期改革方向，也包括短期举措，围绕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住房保

障、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及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制度改革等方面。 

本次住建部倪虹部长进一步强调“民生性强是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未来住房的

供给和保障有望更加向人民群众最真实的需求侧重，过去侧重解决住房“有没有”的问题，未来将更加

重视住房“好不好”，“好房子”建设、推进城市更新等均是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的重要举措，未来配套

政策有望继续加快完善落实。 

2、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六项重点工作全面推进 

此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阐释了如何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明确

总体思路是以满足刚性和改善性需求为重点，按照政府保基本、市场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原则，深化供给

实现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举措，住建部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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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经营方式、调控政策、监管机制等改革，加快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高质量发展。 

本次住建部强调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是实现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也再次明确从理

念上、体系上、制度上和要素配置上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并指出新模式的构建需要一个过程，需要

不断探索实践，重点抓 6项工作： 

第一，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强调各地要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 

根据住建部数据，今年前 7 个月，全国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已经开工和筹集 235万套

（间），完成投资 4400多亿元，在如何落实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给上，住建部也给出了四点举措： 

一是，抓规划编制，强调要因地制宜编制保障性住房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把保障性住房优先安排

在交通便利、公共设施较为齐全的区域，促进实现职住平衡。未来一段时间，预计将有更多城市或地区

公布住房发展相关规划，而更多关于不同类型住房的供给规模、区位、需求结构等细化内容公开，也有

利于企业更好地参与其中。 

二是，抓制度完善，指导各地根据国家顶层设计，结合本地实际，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抓紧

出台具体的实施意见、管理办法和配套政策。 

三是，抓项目建设，强调落实好财税、土地、金融等支持政策，同时也指出积极推进收购已建成的

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推动条件成熟的项目加快完成收购，及时配租、配售。根据中指监测，目

前约 60城表态支持国企收购存量房用作保障房，其中超 25 城发布了征集公告，对收购价格、收购项目

的面积均有一定要求，近日武汉首单利用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收购存量商品房项目正式落地，预计未来更

多城市将跟进发布征集公告，加快相关进程。 

四是，抓“好房子”样板，保障性住房更应该建成“好房子”。 

第二，各地以编制实施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住房发展计划为抓手，建立“人房地钱”要素联动机制。 

“人房地钱”要素联动也就意味着未来人口规模大、人口持续流入的地区将获得更多土地、资金等

资源，资源集聚效应进一步强化，未来房地产市场空间预计也会更大。 

第三，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指导地方选择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土地出让时就约定实行现房

销售，结合实践制定配套政策。 

根据中指监测，2023年以来，北京、深圳、郑州等地已经成交多宗现房销售地块，部分城市也在鼓

励支持房企现房销售，短期来看，各地或将继续稳步推进现房销售，更多城市有望在土地端推出试点，

同时继续完善预售制度，比如优化预售资金监管、调整预售门槛并优化办理流程等。 

第四，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推出项目“白名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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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已经取得积极成效，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目前，商业

银行已审批房地产“白名单”项目 5392个，审批通过融资金额近 1.4万亿元，为项目建设交付提供了重

要保障，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多资金支持，未来项目融资“白名单”有望进一步深入推进落实，也将在保

交房、稳定市场预期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制度，构建全生命周期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住建部称，目前上海等 22个城市正在试点落地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这三项制度，其中

针对房屋养老金，个人账户为已有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试点的重点是政府把公共账户建立起来。 

当前我国针对房屋公共部位、公用设施设备的维护和改造主要使用的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由于我

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一般来源于业主自行缴纳，整体资金体量有限，而我国房地产市场逐渐进入存量时

代，截至 2022 年底，中国城镇既有房屋中建成年份超 30 年房屋占比接近 20%，需要维护、改造的老旧

房屋占比快速提升，仅依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经难以满足小区维护改造需求，亟需增量资金入场。房

屋养老金制度的建立也将为房屋体检、房屋保险提供重要资金支持。 

本次住建部明确提到已经在 22 个城市进行试点，近期上海市长就提出今年先行在浦东等区开展试

点，并在试点基础上，明年全市推开，整体来看，试点节奏明显加快。针对房屋养老金，住建部提出试

点的重点就是把公共账户建立起来，而公共账户的资金来源也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按一定比例计提项

目土地出让金、维修资金的增值收益、财政补贴、创设配套金融产品等或是重要探索方向。 

第六，建设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好房子”。 

住建部本次指出在立标准、抓样板上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下一步还要在建体系、优服务上下功夫。 

3、“好房子”建设：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相关标准有望加速落地 

住建部本次从为什么要建“好房子”、什么样的房子是“好房子”以及怎么建设“好房子”三个方

面展开介绍。针对什么样的房子是“好房子”，住建部围绕绿色、低碳、智能、安全较为详细地描述了

“好房子”的特征，这些特征也有助于各界更好地理解未来“好房子”标准将涉及哪些方面，更好地推

动房企打造“好房子”： 

一是绿色—让人们住得健康：如房间的高度、室内的温度、湿度、空气的净度和房间的亮度、门窗

的封闭性、墙体隔音等方面； 

二是低碳—为居民省钱以及为社会节能：“好房子”要质量好、性能优、使用寿命长，而且在全生

命周期使用环节上能够更加节水、节电、节气、节能。这些也为建筑材料的生产、建造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三是智能—让居民用得方便：“好房子”应该成为一个更大的智能终端，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比如

智能感应、智能控制、智能电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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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安全—让居民住的安心：房屋的本体安全、设施设备的使用要安全、使用人的安全等均是考虑

重点。 

同时住建部也明确“好房子”的内涵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创新发展和不断丰富，这也为企业创新创

造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今年 7月，中指研究院从健康宜居、全龄友好、绿色低碳、科技智能、安全

耐久、协调美观六大维度开展了好房子研究，优选了全国 40个「人居梦想“好房子”」项目，供社会各

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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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怎么建设“好房子”，住建部明确要在 5 个方面下功夫，指出“好房子”要有好标准、需要好

设计、需要好材料、需要好建造、需要好服务，预计接下来“好房子”的标准或将加快落地，并有望在

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优化；好服务中提高物业服务水平成为了重点任务之一，未来物业服务企业的发

展空间较大，物业服务也已经成为不少房企探索新发展模式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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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更新：高质量实施好城市更新行动 

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多个有关城市更新的政策法规，但多数是纲领性文件，相关的分类指引

仍有较大完善的空间。2023 年 7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通知》

要求“创新城市更新可持续实施模式”，二十届三中全会亦强调要“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

法规”，7月底，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明确要“实施城市

更新和安全韧性提升行动”，提出“以人口规模大密度高的中心城区和影响面广的关键领域为重点，深

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未来五年完善土地和规划、配套资金、税费优惠减免等政策均有望加速落位。 

本次住建部从机制上和行动上明确了未来城市更新的政策举措，在机制上强调“建立政策协同机制，

完善金融、财税、土地等相关支持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创新城市更新的投融资模式”，其中配套

资金是高质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由于城市更新时间周期长，配套资金也是企业参

与其中的重点考量因素，未来如何引导企业参与、探索可持续的资金来源等或将是推动城市更新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方向。 

整体来看，本次新闻发布会回应了社会各界关注的多个住房发展问题，针对住房保障、“好房子”

建设、保交房等内容，住建部均给予了详细说明和介绍，并提出了各项配套政策的未来聚焦方向，未来

“狠抓落实”将助力政策效果不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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