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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 A07

相关链接

上海方案
征收对象：上海市居民家庭在上海市

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
住房和非上海市居民家庭在当地新购的
住房。上海市居民家庭人均不超过 60平
方米的，其新购的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

征收税率：暂按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
格的 70％计算缴纳，适用税率暂定为
0.6％。对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
于当地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
格2倍（含2倍）的，税率暂减为0.4％。

重庆方案
征收对象：针对独栋商品住宅，不管

存量还是增量都收税；针对个人新购的高
档住房（比主城新建商品住房建筑面积成
交均价高两倍的房子）征收房产税；针对
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
个人新购的第二套（含第二套）以上的普
通住房征收房产税。

征收税率：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
建筑面积交易单价在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
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3倍以下的住
房，税率为0.5%；3倍（含3倍）至4倍的，税
率为1%；4倍（含4倍）以上的税率为1.2%。
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
人新购第二套（含第二套）以上的普通住房，
税率为0.5%。 本报综合新华社电等报道

社科院昨日发布报告建议
无论何种产权性质
人均住房超40平方米部分征房产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昨日发布《中
国财政政策报告 2012/2013—新型城市化背景
下的住房保障》报告，报告从财税视角设计了一
套适应中国新型城市化进程的住房保障政策框
架，简称“财经院方案”。

报告提出，中长期内住房保障的目标应确定
为：保障所有在城市生活的人群拥有“可支付的、
合理、宜居的居住空间”。

“财经院方案”认为，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
应当采取以经济利益调节、市场化管理手段为主
体的住房保障政策框架，其包含三大主体政策。

第一，形成市场化住房与保障性住房协调发展
的住房供给体系，采取多种手段增加保障性住房供
给。

报告建议，加大公租房建设力度，同时将小产权
房纳入保障性住房租赁体系，且免征保有环节房产
税。

第二，以保有环节差异化房产税调节市场化
住房价格。

具体操作细则即对于城镇居民人均用房超过
40平方米的部分，无论其住房是何种产权性质，均
应按评估价格征收税率缴纳保有环节房产税，对于
40平方米以下部分，则不征收保有环节房产税，新
上市的商品房和现有存量房均纳入计税范围。

第三，基于市场化原则管理保障性住房，增
强保障性住房资产属性。这一政策的要义在于
保障房应封闭运行，允许中低收入居民按统一
的、市价70%的标准租赁或者购买。

此外，“财经院方案”还特别设计了相关配套政
策，建议应当启动市政债解决城市建设资金需求
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8
日发布报告认为，政府住房保障的责
任将不能仅仅着眼于现有城市户籍
居民，而应覆盖到在城市居住的所有
居民。建议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用
房超过 40 平方米的部分，无论其是
何种产权性质，均应按评估价格征收
税率较高的保有环节房产税，并且覆
盖新上市的商品房和现有存量房。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
表示，当前我国城镇人均住宅面积33平方米
多点，40平方米纳税线偏低，将城镇三至四
成家庭都包括进去了。按发达国家舒适住

房面积，人均40~50平方米。
杨红旭同时提出建议，暂时参照上海做

法，人均60平方米以上征税，占全国城镇家
庭的15%左右，等于是向富人征税！

专家点评：房产税40平方米纳税线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