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面

进一步扩大

2022 年， 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额

已超 3 万亿元， 缴存规模持续增长。

《报告》 显示，2022 年， 住房公积金缴

存额达 31935.05 亿元， 新增 2778.18

亿元，较上年增长 9.53%，

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面进一步扩

大， 更多人享受到公积金制度带来的

保障。《报告》指出，2022 年，住房公积

金实缴单位 452.72 万个， 实缴职工

16979.57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8.80%

和 3.31% ， 全年新开户单位 75.22 万

个，新开户职工 1985.44 万人。

与此同时， 住房公积金租购并举

支持缴存人解决基本住房问题力度变

得 更 大 了 。 在 购 房 方 面 ，2022 年 ，

6782.63 万人提取了 21363.27 亿元住

房公积金，提取额比上年增长 5.15%。

住房贷款利率无疑是近几个月住

房市场的热点话题之一。《报告》显示，

2022 年，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同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低 0.9-1.35 个

百分点，偿还期内可为贷款职工节约利

息支出约 2089.02 亿元， 加大了对缴存

人首套刚性住房需求的支持力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京津冀房地产

研究院院长、 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赵秀池指出，《报告》的

亮点在于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重点支

持首套普通住房，2022 年，全国共发放

个人住房贷款 247.75 万笔、11841.85

亿元，在这 200 多万笔贷款中，首套住

房贷款超八成，其中 40 岁以下缴存人

贷款占比近八成， 并且租房提取比重

和租房提取人数持续增加。 她说：“住

房公积金有力地支持了租购并举住房

制度的实现，为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

住房刚需作出了重大贡献。 ”

公积金提取

用于首付成新趋势

当下，多地正在实施公积金新政。

这些新政的主要目标既是为了缓解居

民尤其是青年人、新市民的住房难题，

也是为了稳楼市、稳预期。

一些地区提出公积金缴存人可以

提取公积金作为首付。 6 月 1 日，苏州

市住房公积金发布了新政策， 住房公

积金余额可提取用作首付款， 且不影

响后续公积金贷款额度。

还有一些地区提高了公积金贷款

额度， 并降低首付比例。 5 月 18 日，辽

宁营口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阶段

性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限额，阶段性降

低住房公积金二手房贷款首付比例。

针对多子女家庭， 多地出台了专

门的公积金政策。 5 月 26 日， 南京市

规定多子女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最

高额度可以上浮 20%， 多子女家庭最

高额度可以达到 60 万元 / 人。

“当前，公积金提取用于首付确实

成为一种趋势。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

严跃进表示，该政策进一步说明“公积

金提取 - 首付能力提振” 之间的联动

关系。他指出，这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促

进公积金资源合理利用， 进而有利于

提升居民购房能力。

在严跃进看来，苏州的公积金政策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风向，也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各地对于公积金盘活以及促

进住房交易活跃等有一定的共识。

在李宇嘉看来， 青年人买房面临

的主要问题是首付门槛比较高， 特别

是一些刚就业的大学生虽然具备一定

的月供能力，但“卡”在首付上。如果公

积金可以提取为首付， 那么对于提高

他们的购房能力、 降低购房门槛有很

大帮助。

赵秀池同样认为， 这将提高住房

公积金缴存人的购房能力， 让缴存人

能够早日圆住房梦， 也有利于增加住

房市场需求，促进楼市回暖，有利于楼

市稳定健康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2022 年，发放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247.75 万笔，比

上年减少 20.17%； 发放金额 11841.85

亿元，比上年减少 15.20%。

李宇嘉也指出，住房公积金的核心

是降低购房成本，但提取公积金作为首

付，个别地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振市

场。 在这种情景下，这项政策可能导致

公积金池子“水位下降”，影响公积金贷

款、租房提取等，作用值得商榷。

此外， 南京还下调首套房认定标

准，即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第二套

住房时，首套房面积认定标准为：家庭

已有一套住房， 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40 平方米。 不再限定现有首套房面积。

严跃进表示， 这项政策进一步说

明当前房地产市场政策宽松的导向，

从实际情况看， 此类城市近期楼市遇

到了一些新压力， 公积金政策对于活

跃楼市交易行情有积极作用。

新市民成为

公积金新政关注重点

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发挥着支持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作用， 尤其是

支持租房的力度继续加大。 2022 年，

1537.87 万人提取 1521.37 亿元用于租

赁住房， 分别比上年增长 13.59% 、

20.87%。

当下， 多地政策在缓解租房难上

持续“加码”。 6 月 5 日，北京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

租房提取业务的通知》提出，今后在京

缴存的多子女家庭可按实际房租提取

公积金，不受月缴存额限制。 此外，无

发票租房提取公积金的额度也由 1500

元调整为 2000 元。

“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的初衷是

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 ” 赵秀池认

为， 北京市等地提高住房公积金租赁

住房的提取额度， 有利于降低缴存人

租房或买房的负担， 提高租房或购房

能力，提高居住水平。

同时，赵秀池还指出，这也有力地

支持了租赁市场发展， 有利于居民重

购轻租观念的改变。 在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不断完善下，更多人选择租房，

租房同样使生活更美好。

李宇嘉表示， 这是房地产市场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现阶段这

一政策有助于构筑先租后买、 租购并

举的住房新制度。

灵活就业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缴存

情况一直引人关注。2022 年，住建部指

导重庆等 6 个城市稳步推进灵活就业

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工作，

让灵活就业人员愿缴能缴， 助力解决

大城市新市民、 青年人的住房问题。

《报告》显示，6 个试点城市共有 22.03

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

其中新市民、青年人占比超过 70%。

江西省新余市出台的住房公积金

新政指出， 从今年 7 月起， 将新市民

（农民工、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以

非全日制、 新业态等方式就业的灵活

就业人员）纳入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

鼓励和支持新市民自愿缴存住房公积

金。其中，还规定新市民正常缴存住房

公积金满 6 个月后， 可按规定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

新市民成为公积金新政聚焦的重

点之一。在严跃进看来，这一政策明确

建立新市民住房公积金制度。 这也充

分说明， 各地在新市民的住房公积金

政策方面的改革思路愈加成熟。

（赵丽梅）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全国住房公积金 2022 年年度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2 年，不论是住房公积金缴存群体，还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规模，都在

持续增长，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面进一步扩大。

广东省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说：“住房公积金的这些变化在于让其成为

住房领域的普惠金融，支持降低居民租房或买房成本，这是它最核心的要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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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四部门：

部署 2023 年

降成本重点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 6 月 13

日对外发布《关于做好 2023 年降成本

重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提出 8 个方面 22 项任务。

《通知》明确，增强税费优惠政策

的精准性、针对性。 对科技创新、重点

产业链等领域， 出台针对性减税降费

政策。 完善税费优惠政策。 2023 年底

前， 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的小规模

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对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增值税，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

纳税人分别实施 5% 、10%增值税加计

抵减。 （陈炜伟 严赋憬）

市场监管总局：

不得向未满 8 周岁

儿童销售盲盒

市场监管总局 6 月 15 日发布《盲

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明确了

盲盒经营禁售清单，为盲盒经营划出红

线，推动盲盒经营者加强合规治理。

近年来，盲盒相关产品受到不少年

轻消费者青睐，盲盒经营模式主要集中

在潮流玩具领域，随着“盲盒 +”商业模

式迅速发酵，通过盲盒形式销售商品或

者提供服务的领域还在不断增加。 同

时，盲盒经营过程中的过度营销、信息

不透明、虚假宣传、“三无”产品 、售后

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也逐渐凸显，需要予

以规范引导。 （赵文君）

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业互联网

规模超 1.2 万亿元

6 月 15 日，2023 工业互联网大会

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党组成员、 副部长张云明在开幕式致辞

中介绍， 我国工业互联网规模已超 1.2

万亿元，融入 45 个国民经济大类。

张云明指出，我国已探索出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互联网发展道

路 ，形成了“中央举旗定向 、政府规划

引导 、地方务实推动 、产业联动发展 ”

的中国模式 ，构建了“巩固 、提升 、创

新相并行 ”的中国方案 ，打造了“5G+

工业互联网 ”、 5G 工厂等中国品牌 ，

工业互联网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产

业规模已经超过 1 . 2 万亿元。 新一代

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企业内外网络不

断改进升级 ， 标识解析体系全面建

成，跨行业跨领域平台达到 28 家 ，安

全技术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工业互联

网融入 45 个国民经济大类 ，“5G+ 工

业互联网 ”在千行百业落地并向生产

核心环节延伸。

（申佳平）

聚焦新市民、青年人

多地出台公积金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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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6 月 26 日（星期一）、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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