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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5_A4_A7_EF_c26_246833.htm 《申论》全真模拟试

卷(十五)及参考答案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

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

能力的测试。 2．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

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3．仔细阅读给定

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考生应在

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二

、给定资料 1．(上海证券报2007年03月05日)如何解决中低收

人家庭的住房难题，已经成为今年两会关注的焦点。本次全

国政协第1号提案一《关于政府参与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

租房的建议》，就提出要区别对待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

等四点具体建议。另据了解，十届全国政协以来，先后157位

政协委员提出40多件提案，呼吁加快廉租房建设。 2．2007

年1月16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致电甘肃省房改办，一位

处长向记者介绍说，甘肃省2006年被通报的没有建立廉租住

房制度的三个城市庆阳市、陇南市、武威市，都已经在2006

年12月底以前建立了廉租住房制度。 同时他还透露，目前甘

肃省内尚有甘南州、临夏州两个自治州因为情况特殊、经济

困难等原因，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 记者随后又致电河南

省建设厅房产处询问相关情况，但截至发稿时，对方并无明

确表态。在此之前，记者了解到，河南省在2006年4月曾被通

报，省内的开封市、平顶山市、濮阳市等10个城市没有建立



廉租住房制度。 据《中国经济周刊》从各地了解的情况显示

，覆盖面小一直是廉租住房保障存在的问题：截至2006年上

半年，陕西省累计享受廉租住房保障户数为7100户，占符合

条件的6．5％；内蒙古自治区目前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

低保家庭有23万户，但仅有2251户享受了住房保障，占应保

障户数的0．98％。截至2006年底，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尚

有88．3％和92．3％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没有享受到廉租住

房保障。 “各地在起步阶段，普遍将住房保障对象界定为城

镇低保家庭，但是，即使符合当地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低保

家庭也没有得到应保尽保；另外，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

民工住房问题日益突出，按照当前的制度设计，还没有将农

民工纳入城镇廉租住房保障范围。”一位建设主管部门的负

责人这样概括廉租住房覆盖面小的原因。 3．记者从四川省

建设厅了解到，四川省城镇符合申请租住廉租住房条件的居

民家庭约15万户，按户均3．5人计算，约53万人，占城镇人

口的比例为3．5％。如果要在“十一五”期间内基本解决这

部分家庭的住房问题，平均每年需解决3万户。 如果实施租

房补贴，每年约需租房补贴资金4．05亿元。如果实行实物配

租，按户均建筑面积60平方米、每平方米建筑造价1000元(含

前期费用和相关税费)计算，每年约需建设廉租住房180万平

方米，约需投入资金18亿元。 据四川省建设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四川省地处西部，大部分市、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有相当部分城镇属于贫困地区，要解决15万户居民家庭的廉

租住房问题，资金缺口相当大。按照全省各级地方政府和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能够提供用于廉租住房的资金测算，无论

是实施租房补贴还是实施实物配租，均面临巨大的资金需求



压力，这是导致大多数市、县廉租住房制度无法起步的主要

原因。 记者从权威部门了解到，目前全国十几个省(区、市)

已经发文明确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的具体

比例：青岛、深圳、长沙分别明确为15％、10％、10％。一

些地方积极探索省级财政对困难地区的支持政策。如福建省

建立了“省级财政廉租住房专项补助资金”。 云南、广东省

分别从省级财政中列支5500万元、3000万元，专项用于对部

分财政困难市县的补助。 “但总的来说，目前将土地出让净

收益中一定比例用于廉租住房建设的规定，多数城市尚处于

研究、测算阶段，实际安排和落实的不多。”一位内部人士

向记者透露。 “住房保障的受益对象出现了一个‘夹芯层’

，即那些没有能力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又没有资格享受廉租

房的家庭。”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中心孙炳耀研究员曾撰文

指出。 在报告中，孙炳耀指出，住房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

题表现在：住房保障实际受益面小，远未达到制度规定的范

围。廉租房制度覆盖对象与其他低收入家庭出现过于明显的

利益断层。住房保障资源投入不足，配置不合理，国家在住

房公积金和经济适用住房方面投入较大，而在廉租房方面投

入极小，资源配置不利于低收人人群。 其实早在12年前，中

央政府在决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商品化的同时，

对建立住房保障体系是有着明确的设计思路：“最低收入家

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人家庭购买经

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

。”这就是被建设部多次提到的“三种住房供应体系”。然

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政策精神的贯彻执行还不够理想，

从而导致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存在诸多问题。 从2006年的



宏观调控以来，一系列住房保障政策频出：以廉租住房救济

最低收入家庭，以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含经济

适用住房)保障中低收人家庭的住房，用90％、70％这样的数

字予以严格限定，并且运用可控的土地、信贷甚至政绩考核

等手段，可以看出中央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建立和完善住

房保障体系的决心。如北京市将享受廉租住房制度的收入标

准由人均月收入300元放宽到580元；成都市出台了实施公共

住房制度试行方案，扩大住房保障面，解决“夹心层’，居

住问题。 “今后要严格落实以财政预算为主、住房公积金增

值收益为辅的廉租住房资金筹措机制，确保土地出让净收益

的一定比例用于廉租住房建设。”有关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人

表示，今后要研究完善保障方式，要与规范发展经济适用住

房政策联动，探索开展对低收人家庭实行廉租房政策的试点

工作，允许试点城市适当提高土地净收益中用于廉租房制度

建设的计提比例。 4．日前，《中国经济周刊》获悉，今年

一季度，建设部将会同全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部际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对各地落实住房建设规划尤其是廉租住房开工

建设等情况进行检查。 据了解，此次检查工作将对调控政策

落实不到位、房价涨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结构性矛盾突出

、拆迁问题较多及未把新建住房套型结构比例分解到区域，

未落实到具体地块、项目的城市，要限期整改并追究有关领

导责任。 有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是继全国房地产

市场宏观调控部际联席会议在2006年底要求没有公布住房建

设规划的城市，必须在2006年12月20日前全面完成规划的编

制、公布和备案工作之后，建设部等部门对各地廉租住房进

行的首次检查。 2006年11月，全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部际



联席会议印发《关于各地区贯彻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情

况的通报》，通报指出，全国部分地区住房保障制度建设滞

后，截至2006年9月底，全国还有65％的地级以上城市、91．1

％的县级城市未公布住房建设规划；部分地区住房保障制度

建设滞后。截至2006年9月底，尚有5个省(区、市)没有建立廉

租住房制度目标责任制，19个地级以上城市没有建立廉租住

房制度。 5．我国在廉租房建设方面严重滞后，截至2006年4

月，全国还有70个地级以上城市尚未实施廉租住房制度。令

人费解的是，即便极其有限的廉租房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出现了长时间的闲置现象。据《中国青年报》披露，西安市

有一个“明德门廉租房小区”，早在2001年就竣工了。共有6

幢264套住房。然而，自建成至今，仅住有50余户危房拆迁户

，其余大部分住房已经空置了近6年时间。 廉租房空置的原

因显得匪夷所思一无房户太多，政府难以分配!据悉，到底应

该分给谁，西安市反复开会研究，并出台了《西安市城镇廉

租住房管理办法》，但终因人多房少，没能定下来。 6．“

全国70个地级以上城市尚未实施廉租住房制度”这一消息公

布后，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对此尤为关注的是那

些亟待解决住房问题的最低收入家庭。 一家三口挤在十几平

方米房中的王大爷告诉记者，他从去年开始申请北京市的廉

租房，但是一直未能如愿。他说：“不是我不够条件，实在

是房子太少，申请的人太多。排在我前面的人数早就超过房

子数了。” 业内人士指出，在房价疯涨，经济适用房走人困

境，百姓居住难的大背景下，廉租房的建设是各级政府和低

收人家庭关注的焦点。但“僧多粥少”是当前廉租房建设的

客观现状，而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视不够更使得廉租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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