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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浦建委提复〔2025〕103 号 签发人：李树逊

对浦东新区政协七届四次会议
第 189 号提案的答复

赵彤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数智赋能，要素联动，加速构建房地产发展

新模式》（提案第 189 号）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

下：

一、关于梳理人群新要素，理清住房需求变化的建议

我委通过与市房地产行业协会、第三方房地产咨询机构合作

等多种形式，对新区房地产市场情况进行月度、季度及年度跟踪

分析。同时，针对新区区域范围广、房产板块之间住房需求差异

大的实际情况，加强对新区不同板块的特点分析，最大程度地掌

握新区住房需求变化。我委通过新区政务云等方式与相关部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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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通过整合房地产登记信息、人口家庭、

房地产企业信息、土地出让、房地产投资、新开工竣工、房地产

交易、租赁备案、征收安置、房地产税收等多种数据，形成住房

大数据系统。新区将继续与有能力的市场化企业合作，不断完善

新区房屋信息系统，及时把握新区住房需求变化。

二、关于“以人定房”，辅助供给面决策的建议

人口的流动带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变化，新区作为中国改革

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吸纳人口的重点区域。在产业聚集的张江

科学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等重点区域，人口虹吸效应尤为明显。

新区从“双轨制”入手，一方面是“住有所居”，即满足居民最

基本的住房需求。新区按照国家、上海市相关工作部署，全力推

进保障性租赁住房筹措供应工作。目前，已完成筹措 12.76 万套，

供应 8.7 万套，主要分布在张江、周浦、康桥、金桥、陆家嘴、

临港新片区等区域，总体出租率 85%，预计至今年年底，将累计

筹措 12.9 万套、供应 10.7 万套。供需总体基本平衡，但在部分

区域还存在供需结构性差异。目前我委正在牵头研究“十五五住

房保障规划”，将不断优化完善保障性租赁住房规划布点。同时，

我委会同区国资委、相关企业持续排摸梳理闲置存量房屋和土地

资源，通过存量土地转型和存量非居住房屋改建等方式，加快房

源筹措，合理高效利用存量资源。另一方面是“住有宜居”，即

满足多样化改善性需求。新区鼓励市场主体依据需求变化，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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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建设“好房子”。在新出让土地中试点“第四代住宅”，提高建

筑质量和住宅品质。放宽新建住宅地块中小套型比例限制，推进

试点货币化配建 5%保障房和自持 15%租赁住房，满足高品质住房

需求。

三、关于“以房定地”，优化要素配置的建议

围绕现代化引领区建设目标和新区经济发展要求，综合考虑

当前土地市场形势，按照各部门用地需求及地块成熟度，在相关

部门、街镇和区属国企上报拟出让地块基础上，经过综合研判，

在普通商品房供应方面，聚焦优质区位地块供应，重点关注新杨

思、北蔡楔形绿地等优势区域。同时，坚持市场需求为导向，强

化协同推进土地出让，不断优化地块出让条件。

四、关于“以房定钱”，提升行业抗风险能力的建议

新区着重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预售资金监管制

度，依据工程施工封顶、分户验收、交付使用等节点逐步释放监

管资金。对已形成风险的重点保交房项目，采取设立政府监管专

户，全额全程监管支付，确保完成保交房任务。新区针对城市更

新、租赁住房建设，加大融资支持力度。目前，新区正推进保租

房 REITs 试点，征收安置上试点“房票”，不断拓展多元化融资

渠道。

五、关于整合各类资源，推出便民房产居住供需直连平台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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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将提升服务，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政策，吸引培育

市场化平台企业打造便民房产居住供需直连平台。平台将线下分

算经营转变为线上聚集经营，打通线上线下，拓展上下游供应链

和产业链，提升房产居住服务效率。新区在政策制定、监管服务

等方面不断优化，鼓励创新。

综上，我委将以编制住房发展规划为抓手，完善“人、房、

地、钱”要素联动机制。您提出的关于数智赋能，要素联动，加

速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相关建议已被吸收采纳，感谢您所提

的宝贵建议。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2025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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