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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万户争2000套房

自住型商品房 僧多粥少怎么办
本报记者 宁 迪

实 习 生 高晓东 吕雅楠

1月13日的北京， 在开往褡裢坡站的
地铁六号线车厢里， 32岁的赵阳 （化名）
正拿着刚刚买的报纸仔细盯着头版的一则

新闻看， 这则新闻有首个自住商品房现场
登记的提示： “带齐材料、 可乘地铁、 按
规定时间到……”

其实， 对于 “自住商品房” 的登记细
节， 赵阳早已熟记在心。 自从2013年10月
23日北京市住建委提出要加快自住商品房
建设后， 申请自住商品房便成了赵阳一家
的头等大事。

3个月来， 媒体对自住商品房的报道
一直未曾间断， 赵阳也从中了解到有关房
源、 价格和申请方式等相关信息。 一个多
月前， 北京首个自住型商品房项目———恒

大御景湾进行网上登记时， 赵阳成功提交
了购房申请表。

对赵阳来说， 花在买房上的心思绝不
是短短3个月， 而是漫长的3年。

2006年， 赵阳和爱人在北京结婚， 随
后的7年里， 夫妻二人搬家已经不下10次。
有时是因为涨了房租、 有时是因为房主要
卖房， 各种原因促使着赵阳不得不开始着
手购房计划。

3年前， 赵阳开始申请东城区的两限
房， 但最终能让他申请的房源却寥寥无
几， 只能成为轮候家庭。

“真的是等不下去了。” 当下， 夫妇
二人还与人合租在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
每月负担2000多元的房租， 在他俩看来，
自住型商品房的推出就是他们的希望。

不久前， 赵阳接到了恒大御景湾销售
中心发来的短信， 通知他成为第一天、 第
一时段进行现场资料审核的申请者。

“太意外了 。” 由于居住在北五环 ，
早上6:20， 赵阳就起床动身出发。

从地铁六号线褡裢坡站西南口出来

后， 赵阳指着西边的方向说： “往西走不
到两个路口就到啦！” 为了不耽误时间，

赵阳早早就查好地图、 熟悉了路线。

审核通过者可自行选择摇号号码

为赵阳进行资料审核的地点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宝蓝康达商业广场一层。 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 这里将聚集从北京各个方向
赶来提交材料的申请家庭。

在2013年11月恒大御景湾进行网上登
记申请之时， 因有14.8万户提交申请， 曾
一度造成网站系统的瘫痪。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现场材料审核，
1月8日， 开发商提前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
现场资料审核通知 ： 将在1月13日开始，
采取分时段、 分号段形式进行现场审核办
理。

规定首批到现场提交资料的是优先家

庭， 并按持有住建委编号的轮候家庭、 京
籍已婚无房家庭和京籍单身25周岁以上无
房家庭的顺序进行通知。 而根据开发商提
供的数据， 首批可以进行现场审核的共有
8.19万人， 前3天集中为轮候家庭办理手
续。

赵阳被通知第一个时间段 （8： 30～
10： 30） 去办理手续的， 到达现场时是8：
20左右。 尽管还没有到规定时间， 但现场
的工作人员已经安排第一批申请者开始办

理。
记者看到， 宝蓝康大商业广场的一层

已经被安排成为恒大御景湾的现场审核办

理中心， 而整个流程的模式类似于银行业
务办理。

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 来办理资料审
核的家庭首先在大厅最左侧签到， 核对资
料没有缺失遗漏后， 就可以拐到里面的自
动取号机上领取号码， 并等待叫号办理。

赵阳领到的是63号 。 “过程挺顺利
的。” 他告诉记者， 从审核到选号， 总共
还没用上5分钟。

记者从御景湾楼盘的工作人员那里了

解到， 轮候家庭需要准备申请人的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 户口本、 《经济适用房/
限价房申请备案表 》 等材料， 审核无误

后， 进行号码选择。 而申请人可以在随机
出来的三组四位数号码中选一组与之前配

给的后9位数号码形成自己参加摇号的13
位号码。

而下一步则要等到全部家庭现场审核

完成后， 上报到住建委进行资格审核、 复
审， 再行摇号。

赵阳最想选一套80平方米左右的房
子。

1:74的比例， “中奖” 的
希望有多大

在办理现场， 记者了解到， 由于是第
一天进行审核， 审核的系统是第一次上
线， 工作人员也需要对业务进行磨合， 因
此首日通知前来办理的人数限定在1800人
左右。

随后将逐步递增， 稳定下来后， 每一
天的数量最少可以达到3000户， 而首批审
核的8万多户家庭将分两批办理完。

作为首个自住型商品房项目 ， 其动
工、 启动登记 、 审核等过程都被社会关
注。 记者在现场发现， 尽管前3天的办理
对象仅为轮候家庭， 但一些非轮候家庭也
坐不住了。

“光轮候家庭就8000多户， 还能轮得
上我们吗？” 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 北京
市民顾阿姨正和朋友讨论着将来摇号的问

题。 对于自己中签的可能， 顾阿姨表示不
抱太大希望。

和顾阿姨有同样担忧的家庭绝不在少

数， 在恒大御景湾业主论坛里， 对该楼盘
自住商品房中签机率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

过。
当中有人细算了一番， 认为虽然按照

北京市自住型商品房两年内达到7万套的
供应计划， 除去御景湾楼盘下的约2000套
自住型商品房， 还有6.8万套 。 但仅就恒
大御景湾的申请人数看， 优先购买的两类
家庭 （轮候家庭、 京籍已婚无房家庭和京
籍单身25周岁以上无房户 ） 就已经达到
8.19万户。

这意味着， 7万套自住型商品房尚不
足以满足优先选房家庭， 更不用说剩下的
6万多非京籍家庭。

一位申请该自住型商品房的人士说，
14.8万个家庭去争2000套房源， 1:74的中
签率就像是中彩票一样。

一方面是强大的刚需， 一方面是有限
的房源， 僧多粥少的局面怎么应对？

对此， 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陈国强
指出， 因为恒大御景湾的项目属于自住型
商品房里面摇号和上市最早的， 而该项目
的区位条件、 比对价格以及周边的配套设
施条件都不错， 所以参与摇号的人数较多
是预料之中的事。

“自住型商品房每年提供的数量相对
于需求者来说， 肯定是比较少的， 而且后
续还会有新的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出现， 就
会造成供求不匹配。 但不能把自住型商品
房与其他类型的住房分离开来 ， 单独看
待。”

陈国强认为， 短期内供应小于需求是
必然的， 但是长期来看， 由于保障性住房
的供应量将会增加， 像公租房、 两限房等
房源都会对消减刚需产生影响。

不管房源条件怎样， 先要有套房
根据北京市推出的 《关于加快中低价

位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建设的意见 》，
自住商品房的推出是为了解决刚性需求、
改善性需求和夹心层家庭的住房困难。

北京市民房先生结婚三年半， 现在与
人合租， 住在西四环一间20多平方米的主
卧内， 每月所负担的房租是2500元。 以后
还要有孩子， 夫妻二人想早点买上一套属
于自己的房子。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 房先生表
示， 回想起买房的过程， 挺痛苦的。

“刚开始办理两限房申请的时候手续
太繁琐， 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 但却一次
都没有得到过摇号的通知。” 房先生坦言，
登录海淀区住建委网站查看房源已经是他

每天的固定任务。 “虽然姓房， 但到现在

也买不上属于自己的房。”
据此前公开的信息 ， 御景湾项目中

有约2000套自住型商品房的销售限价为
22000元/平方米 ， 因套型建筑面积在90
平方米以内 ， 单套自住型商品房的总
价被控制在 200万元以内 。 而周边一些
二手商品房的售价已经突破3万元/平方
米。

虽然价格上有30%的优惠， 但对于一
些经济适用房轮候家庭来说， 这个价格
仍然难以负荷。

“2008年我就提交了购房申请， 也参
加了几次在朝阳区常营和通州地区的摇

号， 但始终摇不上。” 28岁的于先生每月
的收入仅有2000多元， 爱人是临时工， 收
入不稳定 。 “其实还是更倾向于经济适
用房， 但因为经适房现在越来越少了， 所
以能摇到自住型商品房也不错了 ， 只是
如果被选中， 就要全家出动开始借钱。”

而于先生表示， 目前他还没看到开发
商给出这个项目的沙盘图和户型图， 不
知道格局怎么样， 但最担心的是附近的
交通不便和环境噪音。

“现在对于我来说， 地段、 格局什么
的都不是大问题了 ， 不管条件怎么样 ，
先有一套房子最重要。” 29岁的林楠 （化
名 ） 是一名初级住院医师 ， 孩子刚刚 6
个月大 。 因为老公还在攻读硕士学位 ，
林楠一家人每月只靠着自己2000多元的
工资生活， 而一家人也只能暂住在父母
家。

作为保障性住房轮候家庭 ， 林楠表
示， 自己在买房上太犹豫， 一直观望下手
太晚。 “2012年的时候我本来打算买北京
像素的loft公寓房， 当时价格仅8000多元/
平方米， 可得知实行的是商水商电的价
格， 觉得不太划算， 也就作罢了。 但现在
那边已经涨价一倍， 真是太后悔了。”

虽然工作地点在北边， 房源在东边，
上班的路程并不短 。 但为了能早日买到
一套房， 位置在哪儿， 对于林楠来说， 已
经是次要的了。

部分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2013年三公经费数据

削减三公经费 各地答卷是否合格

本报记者 李松涛

最近一段时间， 各地相继召开地方两
会， 三公经费削减情况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

2012年12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 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
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从这一天
起， 勤俭节约成为政务活动的基本要求。

如今， 距离八项规定的出台已经近14
个月， 各地都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20个省 （区 、市 ）拿出数
据，会议削减最高达50%
按照八项规定的要求， 各级政府要精

简会议活动， 精简文件简报， 规范出访活
动， 严格执行住房、 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
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八项规定出台后， 各地政府都开始从
公务接待、 公务会议等支出上下功夫。 正
是从2012年底开始， 之前一直火爆的高档
餐饮冷了下来， 花卉租售市场冷了下来，
高端礼品市场也冷了下来。

在我国， 公务接待费用、 公车购置及
运行费用、 公务人员因公出国 （境） 费用
被称为三公经费。

中国青年报记者对全国多个省市发

布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查阅， 结果发
现， 有些省市给出了削减三公经费的数
据， 有些省市尚未公开相关信息。

截至记者发稿时， 全国31个省 （区、
市） 中， 共有十余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
布了2013年三公经费的削减情况。

其中， 北京市市级部门三公经费等一
般性支出压缩1.27亿元； 重庆市市级三公
经费压缩25%； 河北省省直机关三公经费
支出比上年压减6%左右 ； 浙江省三公经
费支出下降15%； 福建省三公经费支出下
降13.5%； 西藏自治区三公经费支出下降
25%； 陕西省省级部门三公经费支出下降
11.3%； 青海省省级三公经费压减5%； 河
南省省级三公经费压减12.2%； 甘肃省压
缩三公经费20%以上； 辽宁省省级三公经
费支出同比下降17%；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
务接待下降35%。

还有一些省 （区、 市） 拿出了 “一般
性支出”、 “行政经费” 等削减的数据。

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 本级压减一般
性支出1.3亿元； 贵州省压缩5%行政经费；
山西省压减部门一般性支出10%；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压缩自治区本级一般性支出

21.7亿元。
会议、 活动的削减是2013年各地下大

力气做的一件事， 9个省 （区、 市） 在会
议、 活动的削减上都拿出了成绩单。 从记
者的统计来看， 在公开会议数量削减的地

方政府中， 会议削减最高的达到50%， 文
件削减最高的同样达到50%。

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年文件简报和自治

区级会议分别减少50%和40%； 北京市召
开的市政府常务会、 专题会、 全市性大会
减少了40.4%， 以市政府名义举办的活动
减少了50%； 重庆市取消节庆、 论坛、 展
会活动197项， 政府系统会议和文件简报
减少一半； 上海市政府全市性大会比2012
年减少50%； 湖南省全省性会议比上年同
期减少35.7%， 省委、 省政府层面下发的
文件数量比上年减少20%以上； 福建省全
省性文件数量同比下降14%； 山西省压减
省直部门会议经费20%； 吉林省减少各类
会议40%， 压缩文件简报50%； 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会议和发文数量分别减少14%和
17%。

削减三公经费， 政府部门
做得合格不合格

但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 未公开削减三公经费的相关数据。
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 ， 天津在

2013年严格落实八项规定， 但并未给出公
开数据。

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表示， 政府的会
议文件简报均大幅减少， 政务接待进一步
简化、 规范， 但却只公开了两个数据： 省
级考核检查活动精简82%、 评比表彰活动
精简71%。

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三公经费明

显下降， 但下降多少， 并没提供数据。
同样的情况还有江苏、 云南、 四川、

山东、 黑龙江、 江西等省。 安徽省、 海南
省、 湖南省尚未召开两会。

相比而言， 一些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
市则拿出了自己在2013年的三公经费相关
数据。

广州市给出的数据是， 该市2013年会
议经费同比下降52%， 公务用车购置和运
行经费同比下降10%， 公务接待费用同比
下降30%。 没有新建楼堂馆所， 因公出国
（境） 经费同比下降24%， 清理违规使用
专项资金9768万元。

深圳市2013年市政府下发公文减少
30.3%， 全市性会议申报核减率83%， 三
公经费下降11.5%以上。 该市本级各预算
单位用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出国 （境） 经
费、 车辆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支出
预计执行合计5.22亿元， 而2012年三公经
费实际执行数6.31亿元。

福州市2013年全市性会议、 文件简报
数量 、 三公经费分别下降 20% 、 28% 、
13%。

成都市公务接待费下降51.4%， 因公
出国 （境） 费下降34.4%， 下发文件和全
市性会议分别减少18.6%、 12.2%。

“客观地说， 尽管2013年中央、 地方
政府在落实八项规定上都花了力气， 但看
得出来， 一些地方政府对公开三公经费相
关信息还是有顾虑。”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

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蒋洪说。
蒋洪从2008年就开始呼吁阳光财政，

多次呼吁地方政府公开三公经费 。 他表
示， 虽然看到了过去一年地方政府在这方
面的进步， 但这种进步并不显著。

“2013年中央在反腐问题上打苍蝇、
打老虎。 相比之下， 三公经费信息公开的
成果没有反腐的成果显著。” 蒋洪说， 尽
管多个地方政府公开了三公经费数据， 但
人们对三公经费的含义并不清楚， 对数据
的可靠性还有怀疑。

蒋洪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 三公经
费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但多年来一
直没有详细、 清晰的数据和解释 。 “到
目前为止， 没有人真正掌握所有地方政
府的三公经费信息， 从去年经济大环境
的变化来看， 三公经费一减， 很多行业
都被波及， 可想而知 ， 这个数字会有多
大。”

不过， 对于三公数据的含义， 许多公
众乃至专家仍然感到困惑。 比如公务接待
费下降五成， 意味着什么？ 缩减了几成算
优秀？

蒋洪告诉本报记者， 削减三公经费，
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假设过去官员一顿豪华宴会花3万元， 如
今削减到1万元， 政府部门会觉得力度很
大了， 但对公众来说， 费用依然太高。 费
用该削减多少 、 政府部门做得合格不合
格， 应该由社会来判断。 “政府部门在三
公数据的公开和解释上做得还远远不够。”

尽管多地尚未公开2013年三公经费相
关数据信息 ， 但在对2014年的工作安排

中， 已经有多地政府表态要对三公经费继
续压缩。

从公开信息可以看到， 多地政府2014
年三公经费预算均有所下降 。 其中 ， 广
东、 北京、 湖北、 上海、 陕西等提出的压
缩幅度超过10%， 浙江压缩比例高达30%，
广西、 山东、 江苏、 宁夏等地提出的压缩
幅度约为5%。

政府账单彻底公开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中国行政体制改
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表示： “整体上来
看， 2013年各地在落实八项规定、 削减三
公经费上都作出了努力 ， 三公经费也下
降了不少 。” 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
但从过去一年高档消费场所的冷清来看，
落实八项规定是有成效的 ， 一些社会消
费受到了冲击。 但是各地方政府有差异，
有的落实比较及时， 动作也比较大 ， 而
有的可能观望了一阵子 ， 导致拿不出数
据来。

中央八项规定提出了勤俭节约的要

求。 在汪玉凯看来， 这样的规定不会只是
一阵风， 而会是今后一项严格的制度。

“2014年可能会有更严厉的要求， 全
面改革的方案也要实施， 这其中有三公经
费控制、 公车改革等内容， 各地都会有相
关的布局。” 汪玉凯说 ， 在这些内容中，
有的制定了量化指标， 有的虽然没有量化
指标， 但也会有严格的要求。

在蒋洪看来， 过去的一年， 中央、 地
方政府采取的措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涉

及面也是有目共睹， 但这种自上而下式的
内部化监督方式还是需要转化成制度性的

变革， 转化成社会的、 公众的监督， 这样
才能使八项规定获得持续的效果。

“内部监督有必要， 但有局限性， 会
存在内部的管理问题、 利益纠葛问题， 会
弱化这种监督， 而社会的、 公众的监督则
会把监督变成长效机制。” 蒋洪说， 社会
的、 公众的监督关乎公众的切身利益， 是
持续的， 不会是一阵风。

要做到社会的、 公众的监督， 就需要
信息的公开 。 在蒋洪看来 ， 办法只有一
个， 就是把政府的账单彻底公开。 只有公
开了账单， 才能形成判断。 对政府三公经
费该花多少？ 社会才会形成共识， 从而才
能准确地制定三公经费标准。

这样的信息公开， 这些年来， 从中央
到地方， 正在逐步推进。

2009年全国两会之后， 财政部第一次
拿出了 “国家账单”， 4张表格。 2010年两
会之后， 4张表格扩容到12张， 这一年，
有75个部门亮出自家账本。 2011年， 这个
数字增加到92个。 2012年， 增加到97个，
同时， 一些省级政府也开始公布预算信
息。

“只有公开了数据 ， 才能真正形成
社会监督， 才能真正把权力控制住 ， 也
才能让公众真正感受到政府部门的决心

与成效。” 汪玉凯说， 但从目前来看， 政
府部门在三公经费信息公开上做得严重

不足， 公开的工作恐怕还需要很长的路
要走。

本报北京1月27日电

1 月 27
日， 广西全州
县返乡务工人

员在招聘会上

与招聘企业工

作人员交流。
当日， 全

州 当 地 10余
家重点企业提

供 2000余 个
岗位供返乡务

工人员选择 ，
为企业提供更

多 的 招 人 机

会， 同时也为
务工人员在家

门口就业提供

机会。
新华社发

（王滋创摄）

天津首批居民个人
“自发电”实现结算
据新华社天津1月27日电 （记者毛

振华） 记者27日从天津滨海电力分公司
获悉， 家住滨海新区的董强及其邻居王
先生、 沈先生日前分别收到国网天津市
电力公司789.36元、584.19元、768.62元的
第一笔分布式发电结算款。 这也是天津
首批结算的居民个人分布式发电项目。

自2013年6月6日并网运行以来， 董
强及其邻居的发电设备运行良好， 三户
家庭除上述的售电收入外， 自发的电也
部分用于自家使用 ， “卖电 ” 和 “省
电” 两部分费用共计3300多元。

作为国内首家居民个人 “风光互
补” 自发电第一人， 董强利用屋顶安装
了一组3千瓦光伏发电设备和1台3千瓦
风力发电设备， 风电、 光电并用。 邻居
王先生、 沈先生则各安装了一组3千瓦
光伏发电设备。 去年3月， 董强等三户
家庭向国网天津电力滨海供电分公司提

交并网申请， 电力部门组织进行了现场
勘查， 为客户科学制定接入系统方案，
并指导客户按照接入方案进行设备安

装。 在6月6日验收调试后， 三户家庭发
电项目同日并网发电。

截至今年1月22日， 天津已有12户
居民客户申请分布式发电项目。 其中，
并网项目已有5项， 累计发电量6000千
瓦时， 总上网电量3000千瓦时。

国网天津电力在为天津首批居民分

布式发电项目进行电费结算的同时， 还
支付了国家拨付的可再生能源补助资

金。

广西“试水”用公积金贷款
支持保障房建设

新华社记者 覃星星

2012年9月， 广西南宁 、 柳州、 百
色3市获批成为全国利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支持保障房建设的第二批试点城市，
3市共5个项目获得贷款额度4.42亿元 。
如今， 公积金贷款在缓解广西保障房建
设资金不足的同时， 也带来更多公积金
的增值收益。

保障房建设关系千家万户， 而建设
资金是否充足则关系到这项民生工程能

否最大程度惠及众多中低收入群体 。
2011年 ， 国家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
度， 广西建设任务是29万套， 是2010年
的4倍。 大量上马的保障房， 需要大量
资金支持。

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统计，
2011年广西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共需要资
金约279亿元， 而各级财政补助的资金
不足所需资金的20%， 缺口较大； 尤其
是南宁、 柳州等城市是保障性住房建设
“大户”， 近年来加大了保障房的建设力
度， 对资金的需求量也较大， 建设资金
急需从其他渠道筹集。

与此同时， 从2011年开始广西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持续下滑， 住
房公积金使用率逐月降低， 大量住房公
积金资金结余。“住房公积金贷款量的减
少， 一方面削弱了住房公积金支持职工
购建住房的功能， 另一方面也影响住房
公积金的保值增值， 不利于住房公积金
制度的健康发展。”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副处长彭越说。

2012年9月底 ， 广西南宁 、 柳州 、
百色3个城市入围第二批利用住房公积
金贷款支持保障房建设的试点名单， 3
个城市申请到贷款额度4.42亿元 ， 按
2000元/平方米 、 每套60平方计算， 将
可建设保障房约4000套， 解决4000户中
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目前， 南宁、 柳
州等地利用公积金贷款支持的保障房建

设正有序推进。
大规模的建设贷款是否影响其他职

工使用住房公积金？对此，南宁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副主任李艳介绍， 根据国家
2009年出台的 《关于利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试点城市可在优先保证缴存职工
提取和个人住房贷款、 按上年末住房公
积金余额的规定比例留足备付准备金的

前提下， 将50%以内的住房公积金结余
资金，用于发放项目贷款，所以并不影响
其他职工正常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

万一项目出现问题， 资金无法回收
怎么办？ 记者了解到， 目前广西在试点
过程当中， 都采取了抵押担保方式。 南
宁市试点项目的业主中房南宁分公司，
将位于南宁市中心繁华地段的民族商场

作为抵押物， 抵押率为67.8%， 达到了
抵押物足值的要求； 而柳州市3个试点
项目， 均能保证贷款抵押物价值覆盖贷
款金额， 并且在抵押登记生效后方发放
贷款。

“从住房城乡建设部到省级监管部
门， 再到地市各自的措施， 至少设置了
三重 ‘保险杠’， 如此一来， 资金安全
将得到保障。”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彭越透露， 在可控范围内， 让住房
公积金从消费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 保
持了住房公积金的生命力。 截至2013年
12月底， 广西已对符合发放条件的南宁
市1个试点项目和柳州市2个项目发放了
9000万元首期贷款， 目前已经收回贷款
利息近70万元。 而对于项目业主同样受
惠， 相对于商业贷款， 2亿元公积金贷
款将可节省利息约8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