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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层次的保障性住房体系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必要条件，不同类型的保障性住房对应着不同的保障
阶层，每一个类型都必不可少。
《公共商品住房分配及空间分布问题理论与实践：以新加坡公共住房和中国经济适用住房为例》并没
有特别关注目前正在大规模建设的廉租房等基本型的保障房类型，而是将目光聚焦于保障性住房体系
中层次稍高的公共商品住房，以及其最关键的分配与空间分布问题上。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和总结，搭建了公共商品住房的分配与空间分布问题的理论框架，
又通过对中国最有启示作用的新加坡公共住房的分配与空间分布问题的分析，得到了相应的实践经验
。
在此基础上，对以武汉为例的中国公共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的分配与空间分布问题进行了具体
剖析，提出了解决对策。
对于经济适用住房依然是中国保障性住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大城市经济适用住房分配与空间
分布遗留问题严重的中国国情，《公共商品住房分配及空间分布问题理论与实践：以新加坡公共住房
和中国经济适用住房为例》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与现实意义；而其理论基础与方法研究，对于多层次
的保障性住房体系与制度建设也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适合从事保障性住房研究与工作的学者、政府
部门工作人员以及高校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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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完整的市场过滤模式是一个包括各个层次住房质量和消费能力的框架。
从世界各国公共住房的发展对于公共住房质量的定位来看，公共住房应该是处于整个社会住房质量的
平均水平或一般偏下水平，并普遍以“经济”和“适用”为原则。
比公共住房质量水平更高的住房可以向公共住房过滤。
同时，对于已经居住在公共住房中的家庭，也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从原有的公共住房中“退出”。
最常见的原因包括：①公共住房住户住房消费需求随着消费能力的提高逐步增长（原因I）；②由于工
作和生活的原因需要重新选择新的居住地点（原因Ⅱ）。
当需要整个城市的公共住房供应量达到一定的规模，并且社会总体经济水平保持持续的发展，就必然
会使得“退出”原有公共住房的家庭同样形成规模。
大量的二手公共住房需要新的符合要求的住户来人住，如何分配这些二手公共住房是公共住房二次分
配的问题。
　　出于“原因I”退出的公共住房将形成整个城市住房过滤系统中新的一环。
从原有公共住房中退出的家庭将重新回到住房市场环境中去选择质量更好的住房，新加坡公共住房政
策环境下退出的家庭还有一次机会重新再申请购买新建的公共住房。
当然，往往再次申请购买的公共住房质量一般会比原有的更好。
而退出的公共商品住房可能由“次级待购者”向上过滤得到。
33由此形成的过滤是一种“垂直型过滤”（图3-8）。
当然，如果处于“原因Ⅱ”退出的公共住房家庭除了会“向上”过滤外，当然也有可能去选择另外一
套二手公共住房。
如果选择另外一套二手公共住房，则可以将这一过程理解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住房住户的住房
偏好可能和原有公共住房的质量发生偏移，如果这样的偏移有一定的规模，就可以通过一种渠道来帮
助这些住户彼此过滤，重新达到需求和质量配对的结果。
例如，原有的公共商品住房住户由于工作调动觉得现在的居住位置并不方便，而又无法负担重新购置
新的公共商品住房或商品房。
对于这个住户而言相对不方便的位置可能对于其他公共商品住房住户而言正是当下所需。
虽然没有垂直向上过滤，但仍可以让住户各自获得地理位置或户型相对更符合当前实际家庭情况的公
共商品住房。
虽然，交易双方的公共商品住房属于同一水平的质量，但对于交易双方而言，各自的住房满意度都得
到了提高，住房资源的总体利用效率也相对更高。
因此，这样的过程可以称之为公共住房的“水平型过滤”（图3-8）。
而对于这样的配对渠道新加坡选择了一种“政府控制下的二手公共住房交易市场”的模式。
这样的模式首先在政府的控制下保证了交易价格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交易双方能符合相应的资格
标准同时，它又是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供需双方的信息更为“自由”地传递，提高了配对的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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