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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庆市进城务工人员中绝大部分希望通过购买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或租住政府提供的廉租

房来解决其在城里长期务工期间的住房问题$但目前的经济适用房价格远远高于其经济承受能力和对房价

的心理预期$因此$他们希望政府为其购买经济适用房提供优惠$提供更多的廉租房或给予房租补助# 根据

进城稳定就业群体的住房需求$重庆市应采取1近期以主城"以廉租房建设为主$远期以区域中心城市和城

镇"以经济适用房为主2的策略$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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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城镇化水平是当前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其中有众多的问题需

要解决" 而对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进城务工人

员而言!住房问题可以说是其最关心的问题!因此

在 *++/ 年初!.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

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 8 号文件%明确

提出)&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加大廉租房和经济

适用房建设力度!增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

逐步将进城稳定就业人员纳入廉租房和经济适用

房供应范围'" 而要有效推进这项工作!需要准确

把握进城务工人员住房意愿*住房需求*经济承受

力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进而制订有针对性的政策

措施"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采用典型抽样方法!在重庆

市选择了 .+ 个进城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进行

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 +++ 份!并在制造业*建筑

业和服务业等行业中开展了一系列集体座谈和个

人访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现状*意愿*需求等

进行了调研"

二#进城务工人员住房意愿

.2解决住房问题方式选择

进城务工人员在农村都有自己的私房!不管房

子好坏!长期以来他们都习惯住在自己拥有产权的

房子里" 如果要在城市长期生活!他们大多还是希

望买房!只有拥有自己的房子!他们才感觉扎下根

了!而租房是不得已的选择" 调查中!当问及&你最

愿意以哪种方式解决在城里长期务工期间的住房

问题'时!首选买房的比例高达 9,2.>]!选择租房

的只有 **2/=]!而且这方面的选择在不同进城时

间的人群中没有明显的差异" 另外!选择住单位宿

舍的高达 .+2>/]!这可能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

是单位宿舍成本低" 调查中发现有些单位提供的

单间配套房月租甚至还没有超过 .++ 元的" 二是对

&长期'的理解不一致" 调查中有 .,29]的人明确

表示不会一直在城里打工!还有 */2+]的人表示说

不清!这部分人可能计划在城市停留的时间本身就

不长!因此选择单位宿舍"

*2买房消费意愿

在买房居住的人中!对于房屋类型!有 9/2@]

的人选择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占了绝大多数#

图 .-进城务工人员住房方式选择

而选择&新建商品房'和&二手商品房'的比例分

别为 .@28]和 ..2/]" 对于买房的地点!8>28]

的人选择 &主城区'!*>28]的人选择 &县城'!

92,]的人选择&场镇'!而 8>2/]认为&很难说!

看具体情况再决定'" 对于房屋的户型!大多选择

以二室和三室为主!>@2/]选择两室一厅!8.2/]

选择三室一厅"

对于经济适用房的售价!总体上有超过半数的

人认为 . +++ 元以下比较合理!选择 . ++. .̀ ,++

元的为 */2@,]!. ,+. *̀ +++ 元的为 .+2,]!* ++.

*̀ ,++ 元的为 82/,]!* ,++ 8̀ +++ 元的为.2>]"

虽然收入越高的地方能承受更高房价比例相对多

一些!但在各区域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等次差

异" 一方面是人们的理想期望!另一方面也与进城

务工人员的收入偏低有很大关系" 大多数人的家

庭月均收入在 =++ *̀ +++ 元之间 $所占比例为

=,2,]%!除去各种开销后!一年能够节余的钱并不

多$在 . 万元以下的占到 @928]!还有 *=2>]的家

庭节余的钱在 . +++ 元以下!几乎没有什么节余%"

相对应的!主城区 *++@ 年的经适房价格约为 * ,++

元:平方米!远高于绝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经济

承受能力及其对房价的心理预期!这表明在主城区

即使提供经济适用房!进城务工人员中的大部分人

也无力购买"

82租房消费意愿

对租房的类型!,/2/]的人选择租住&政府提

供的廉租房'!选择&城里的公房'*&城里的私房'*

&城郊的私房'所占比例分别为 .82@]*./2@]*

929]" 对于房屋租金的预期平均为 *+*2>* 元:月!

个体之间差异较大#, 年以上进城稳定就业人员承

受力更强一些!均值为 *8928@ 元!但个体间的差异

也很大" 因此!需要有多档次的租赁房供进城务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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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分区域经济适用房合理售价预期分布:]

人员选择"

表 .-每月租房花多少钱在进城务工人员的承受范围内:元

进城务工时间 均值 标准差

, 年以上 *8928@ *=.2=@/

, 年以下 ./>2>/ .@>2@99

合计 *+*2>* *+>2=,*

>2希望获得的帮助

与强烈的置业意愿相呼应!大多数人希望政府

提供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优惠!, 年以上进城稳定就

业人员表现出更强烈的需求" 同时也有较多的人

希望提供廉租房和给予租房补助!, 年以下进城务

工人员选择希望提供廉租房的比例更高" 在希望

获得的帮助上反映出进城务工人员希望有多种方

式灵活解决其在城市的居住问题"

表 *-进城务工人员希望政府在住房方面给予的帮助:]

, 年以上 , 年以下 总体

给予房租补助 **2@ **28 **2>

提供廉租房 *+29 *@2/ *=2>

提供购买经济适用房优惠 ,,2* >=2. >@29

其他 .2> .2= .29

三#进城稳定就业群体住房需求预测

按照 8 号文件精神!是要把稳定就业群体纳入

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保障范围!因此在意愿调查的

基础上!课题组以进城时间为划分标准!对进城稳

定就业人员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需求进行了

测算"

.2农村流动人口现状

人口流动方面的数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来源)

一是劳动部门公布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数据!二

是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流动数据" 两者间有交叉!也

有各自独特的内容!前者与后者比!少了随劳动力

流动的家眷!多了外出时间在半年以下的农村劳动

力人口"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解决进城稳定就业群

体的住房问题!时间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而且

制度设计时也需要考虑家眷!因此我们在本研究中

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作为分析基础"

从 *++9 年开始!重庆市人口开始由流出转变为

流入!并有加快的趋势" 从 *++@ 年开始!流出至市

外的人口也开始减少!农村流出人口开始加快在市

内各城镇集聚" 从流向上看!目前人口流动仍在继

续向主城区聚集!*++9 年主城九区接收流动人口占

全市市内跨区县流动人口的比重达到了 @828]!比

*+++ 年高了 *.2@ 个百分点" 从人员构成来看!根

据 *+++ 年人口普查!把迁出地类型为乡和镇的村委

会的人口视为农村人口" 流出人口中!市内流动的

有约 ,,]为农村人口!而流出市外的人口主要为农

村人口!市外流入人口中!有约 ,=]为农村人口"

这几年重庆经济快速发展!市域内常住人口开始正

增长!而城镇人口总和生育率处于代替水平以下!

因此增加的常住人口主要是来源于农村进城人口!

所以我们以 ,+]的比例测算目前的农村进城人口

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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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估算 *++@ 年底重庆市农村外出人口

约 9*+ 万人!其中市内流动人口约 .9+ 万人!主城区

来源于市内的农村进城人口约 .8+ 万人!市外流入

农村人口约 >+ 万人"

*2未来农村进城人口数量分析

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 年末!全

市常住人口 * @8/ 万人!城镇人口 . >./2+/ 万人"

根据市里已经制定的各类规划!至 *+.+ 年!全市常

住人口 * @9, 万人!城镇人口 . ,>. 万人!城镇化水

平达到 ,>]左右#至 *+., 年!全市常住人口 * /=+

万人!城镇人口 . @/9 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 9>]左

右#至 *+*+ 年!全市常住人口 8 .++ 万人!城镇人口

* .@8 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 =+]左右"

人口规模方面!城镇人口增加!主要来源于现

有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流出至市外人口的回流和市

外流入重庆市的人口" 结合历年市外外来人口变

动趋势!我们假定到 *+*+ 年!市外外来人口每年增

加 .+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 ,+]!全部分布在主城

区" 市内人口流动方面!目前城镇的人口自然增长

率已经很低!规划常住人口和城镇化率目标下的城

镇人口变动除市外迁入的!就主要是市内农村人口

流入城镇"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估算)到 *+*+ 年!农村进

城人口约 /+> 万人" 其中主城约 >*9 万人!&一圈'

中主城外的城镇约 8@9 万人!&两翼'约 /* 万人"

进城人口中来源于市内的 @+> 万人!其中主城来源

于市内的有 8*9 万人" 根据.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

$*++=(*+*+%/!至 *+.+ 年!总人口 =8+ 万人!其中

城镇人口 99+ 万人#至 *+*+ 年!都市区总人口 /@+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8+ 万人" 到 *+*+ 年!* .@8 万

城市人口中将有 . *,8 万人居住在主城区外的其他

城镇" 因此农村人口进城将经历由先向主城区集

中!然后逐步向其他城镇扩展的过程" 也就是在预

测时间段的前期某个时点!主城集聚的农村进城人

口可能高于所测算的数量"

82进城人口住房需求分析

$.%进城稳定就业群体人口数量

以时间为判定标准!我们设置 , 年以上和 8 年

以上两个标准来确定进城稳定的就业群体" 本次

抽样调查中!进城 8 年以上的占 >+2/+]!进城 , 年

以上的占 *+29]" 未来时间段内!我们追求的是在

稳定就业基础上的城镇化水平!因此我们把 *+*+ 年

时的城镇化水平下的农村进城人口全部视为进城

稳定就业人口" *+*+ 年为 .++]!中间年份以插值

法计算各时间点的分进城年限的进城稳定就业群

体比例" 根据各时点农村进城人口数量和稳定就

业比例!可测算出不同时限下稳定的进城人口数

量!如表 8 所示"

表 8-进城 , 年以上和 8 年以上农村人口规模:万人

进城 , 年以上农村人口规模

*++@ *+.+ *+., *+*+

进城 8 年以上农村人口规模

*++@ *+.+ *+., *+*+

合计 >. .+9 >8+ /+> @* .,@ >@> /+>

其中)来源于市内 88 @/ 8=/ @+> 9, .88 >*= @+>

主城 8, =8 *.@ >*9 =+ ..+ *>9 >*9

其中)来源于市内 *= ,9 .9@ 8*9 ,8 @> .@/ 8*9

1一圈2中主城外的城镇 8 *, .98 8@9 9 8@ .@> 8@9

1两翼2 8 = >@ /* 9 .. ,> /*

--根据调查中获知的进城务工人员的意愿进行

测算!*++@ 年底!有 >@ 万人希望享受到住房保障!

其中来源于市内的有 8/ 万人#*+*+ 年有约 ,>+ 万

人希望享受到住房保障!其中来源于市内的有 >@+

万人" 这个数量规模很庞大!因此按意愿进行住房

保障是不可行的!并且其中也有部分收入较高的群

体!他们也不应该纳入保障性住房供给范围"

$*%进城稳定就业群体廉租房需求

在抽样调查中!结合收入与居住现状因素考

察!人均月收入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9+]以下!

人均居住面积 = 平方米以下的家庭!进城 8 年以上

的所占比例为 .92*]!, 年以上为 =29]" 如果以

此计算廉租房保障对象!保障进城 8 年以上的!*++@

年底有 .82*@ 万人!*+*+ 年有 .>92>, 万人#保障进

城 , 年以上的!*++@ 年有 82.* 万人!*+*+ 年有 9@2=

万人"

,,

罗-伟!进城务工人员住房需求与应对策略



按照目前执行的廉租房保障标准 .+ 平方米:人

计算!保障进城 8 年以上的!*++@ 年底的需求为

.8*2@ 万平方米!*+*+ 年的需求为 . >9>2, 万平方

米#保障进城 , 年以上的!*++@ 年的需求为 8.2* 万

平方米!*+*+ 年的需求为 9@= 万平方米" 需要指出

的是在&逐步改善住房条件'的大背景下!这个测算

结果是比较保守的!后面的经济适用房测算结果也

是如此"

表 >-进城稳定就业人员廉租房需求:万平方米

*++@ *+.+ *+., *+*+

进
城
,

年
以
上

合计 8.2* @+29 8*92@ 9@=2+

-其中)来源于市内 *,2. 9=29 *@@2+ 9..2+

主城 *929 ,,2, .9,2= 8*82@

-其中)来源于市内 *+2, >*29 .*=2= *>=2@

1一圈2中主城外的城镇 *28 ./2+ .*82/ */82>

1两翼2 *28 ,28 892, 9/2/

进
城
8

年
以
上

合计 .8*2@ *,92+ =@>2. . >9>2,

-其中)来源于市内 .+,28 *.,2, 9/.2= . 8+*2,

主城 ..82> .=@2* 8/@2, 9/+2.

-其中)来源于市内 @,2/ .892. 8+92* ,*@2.

1一圈2中主城外的城镇 /2= 9.29 */@2. 9*,28

1两翼2 /2= .=2@ @=2, .>/2+

--$8%进城稳定就业群体经济适用房需求

据.重庆市统计年鉴/!*++@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 89=2,, 元!平均每月为 . ./=28+ 元"

以此标准!本次调查中进城 8 年以上的群体人均月

收入在此之下的比例为 *82.]!进城 , 年以上为

..2*8]" 如果以此计算经济适用房保障对象!保障

进城 8 年以上的!*++@ 年底有 .@2/ 万人!*+*+ 年有

*+@2@ 万人#保障进城 , 年以上的!*++@ 年底有 >29

万人!*+*+ 年有 .+.2, 万人"

目前在政府的规定性文件中没有对经济适用

房的人均标准有明确的界定!.重庆市经济适用住

房购买暂行办法/中规定!&经济适用住房建筑面积

控制在 9+ 平方米左右'!以户均 8 人计算!也就是人

均面积在 *+ 平方米左右!我们以此标准测算经济适

用房需求" 保障进城 8 年以上的!*++@ 年底的需求

为 8=@2@ 万平方米!*+*+ 年的需求为 > .=92> 万平

方米#保障进城 , 年以上的!*++@ 年底的需求为 /*

万平方米!*+*+ 年的需求为 * +8+2> 万平方米"

表 ,-进城稳定就业人员经济适用房需求:万平方米

*++@ *+.+ *+., *+*+

进
城
,

年
以
上

合计 /*2+ *8@2+ /9,2@ * +8+2>

-其中)来源于市内 =>2* .//2@ @,.2* . @+,2@

主城 =@29 .9>2+ >@/29 /,92@

-其中)来源于市内 9+29 .*,2@ 8==2> =8*2*

1一圈2中主城外的城镇 92@ ,92* 8992+ @9=2+

1两翼2 92@ .,2@ .+=2@ *+929

进
城
8

年
以
上

合计 8=@2@ =8+2+ * *89 > .=92>

-其中)来源于市内 8++2> 9.>2> . /=*2@ 8 =.>2>

主城 8*82> ,+@2* . .8929 . /9@2*

-其中)来源于市内 *>>2@ 8@@2+ @=82* . ,+92*

1一圈2中主城外的城镇 *=2@ .=,29 @,+2+ . =@82>

1两翼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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