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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4/2021_2022__E5_85_AC_E

7_A7_AF_E9_87_91_E5_c51_84712.htm 尚处于“初级阶段”的

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作用还远未充分发挥，不能因其管理过

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促其“夭折”。 随着住房公积金在

归集、支取、管理、贷款等方面存在问题的逐渐曝光，各方

对住房公积金的议论渐多，有观点认为住房公积金应取消，

因为广大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难”并未因这一推行十多年的

制度而缓解，表明这项制度的作用并不突出；而当年推行住

房公积金的两大原因，即“住房严重短缺”和“工资中住房

消费含量过少”，目前已基本解决，因而该观点认为应取消

住房公积金，将之理入职工工资。 如何看待这种取消住房公

积金的论调，上述原因分析又是否合理？ 面临四大质疑 事实

上，我国的住房公积金是在“房改”进程中推行的。1994年7

月国发43号文，作出了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的决定。通过职

工每月缴存住房公积金，所在单位为每个职工存入等量的住

房公积金，不但广泛地推行了个人住房储蓄，还成为一笔可

观的住房社会保障资金，既提高了职工的购房能力，又增加

了住房资金的积累，特别是有利于提供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补

充资金，同时，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利息低于商业银行，

也带有住房社会保障性质，有利于提高职工的购房能力。 住

房公积金在我国取得了持续而广泛的发展。截至2006年5月，

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额超过1万亿元，提取总额接近4000亿元，

个人贷款总额超过5000亿元，全国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人数

已超过1亿人，当前实缴人数6245万人。 但随着近年来在归集



、支取、管理、贷款等方面存在问题的逐渐曝光，住房公积

金面临着四大质疑： 首先，推行住房公积金的原因是当年住

房严重短缺和工资中住房消费含量过少，现在这两个问题已

经基本解决，而且公积金又老出问题，因而有人认为应该取

消住房公积金，并把它理入职工的工资。 其次，推行住房公

积金制度十多年来，广大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难”并未明显

缓解，表明这项制度的作用并不突出。 第三，住房公积金的

缴存率是否越高越好？有的效益高的企业把缴存率提高

到30%，是否合适？ 第四，住房社会保障的原则是高收入者

不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而住

房公积金却是工资越高，“同补”越多，是否妥当？ 尚处于

“初级阶段” 在我国这些年推行的各项住房制度中，住房公

积金的成绩相当突出： 其一，参加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人数至

今已达1亿，相当于我国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其二，住房

公积金制度建立以来，全国约有3000万职工（按人数算占城

市人口的8%，惠及的户数估计要占城市住户的15%～20%）

通过提取住房公积金和住房公积金贷款，改善了居住条件；

同时，累计提供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补充资金36亿元。 其三，

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存在着“两个提高”潜力，一是随

着职工工资的提高而提高，二是随着住房公积金缴存率的提

高而提高。 其四，住房公积金增值部分主要用于廉租屋，也

是一条用之于民的重要措施。 此外，推行住房公积金的资金

，主要来自个人储蓄和单位拨付。只有由政府开支的公务员

和少数事业单位人员由政府拨付，政府拨付的住房公积金还

能产生巩固公务员（含少数事业单位人员）队伍的作用。 相

反，理入工资并不是好办法。目前广大中低收入者还处于收



入相对过低的境地，把只占5%或稍高一些的住房公积金理入

工资，其绝对数也会相当低。经过一段时间，这些钱就会被

物价上涨所抵消。而住房公积金存在着“两个提高”潜力，

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发生了一些挪用、腐败、诈骗等案件，

要靠加强监管解决，而不能出了问题就取消它。 至于工资越

高“同补”越多的问题，当时是出于便于操作角度出台的，

今后可以通过反复研讨和论证加以完善。 这些年，国家因人

民收入提高而逐步取消了对衣、食、行的补贴，人民也有能

力承受。而对于住房，虽然国家采取了许多社会保障措施，

广大中低收入者仍然存在“购房难”的问题，因而尚处于“

初级”阶段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作用还远未发挥，目前应

做的是促其继续健康发展，而不是令促其“夭折”。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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