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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通知

内政发〔2010〕43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

自治区各有关委、办、厅、局：

为了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

若干意见》（国发〔2007〕24 号）和《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

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 号）精神，全面落

实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全国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

造工作会议以及自治区 2010 年第 4 次党政联席会议精神，加快

推进我区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切实解决好城镇低收入家庭

住房困难问题，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重要意义

（一）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

要举措

各类棚户区居民中低收入家庭比例高，特别是下岗失业、退

休职工比较集中，居住条件较差，群众要求改造的呼声强烈。实

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有利于解决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提高生

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优化社会结构，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

增强人民群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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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的有效途径

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既可以拉动投资，又可以促进消费，

扩大就业，还可以发展社区公共服务，推进平安社区建设，维护

社会稳定，是扩内需、惠民生、保稳定的重要结合点。

（三）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是完善城市功能，推进城镇化的

客观要求

各类棚户区中除了水、电之外，没有基本的配套设施，存在

着较大的安全隐患，与现代城市文明很不协调。实施保障性安居

工程，完善市政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

集约利用土地，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二、总体目标和 2010 年建设任务

（一）规划任务

我区纳入规划的各类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共为

6309.4万平方米，解决95.3 万户居民住房困难问题，总投资约1012

亿元。2007 年至 2009 年，已累计改造建设 702.3 万平方米，可

解决13.3 万户，已投入资金96.4亿元（中央投资20.3亿元，自治

区本级投资 7.7 亿元，盟市及旗县投资 18.4 亿元，银行贷款 15.2

亿元，企业投资17亿元，群众自筹17.8亿元）。今后3年左右，仍

需改造建设5607万平方米，解决82万户，总投资916亿元。包括

六项子工程：

1.廉租住房建设工程。根据《内蒙古自治区 2009-2011 年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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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住房保障规划》，我区保障对象包括旗县城区在内的城市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不足 15 平方米的低保家庭和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

足 13 平方米的其他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 2 倍

以内），共计 23 万户。国家要求符合保障条件家庭中 80%要通过

实物配租解决，全区共需筹集廉租房源 18.2 万套，面积 821.4

万平方米，建设投资 113.7 亿元。2007 年至 2009 年，已筹集房

源 6.7 万套（包括已建成未分配和在建住房），落实资金 35.6 亿

元。2010年至 2011年，仍需筹集11.5 万套，建设投资78.1亿元。

2.中央下放煤矿棚户区改造工程。该项工程涉及我区乌海市、

包头市、通辽市和满洲里市，规划改造住宅建筑面积 694.6 万平

方米，安置居民10万户，建设总投资133亿元。截至2009年，累

计开工 237 万平方米，安置居民 3.33 万户，落实建设资金 41.4

亿元。2010 年至 2012 年，仍需建设 457.6 万平方米，安置居民

6.67 万户，建设投资 91.6 亿元。

3.国有林区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工程。按照《内蒙古大兴安岭

林区 2009—2011 年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内蒙古岭南八局和

地方林场 2010—2012 年危旧房改造实施方案》，全区国有林区棚

户区和危旧房改造总规模 12.16 万户（大兴安岭林管局 7.75 万

户，地方国有林场 4.41 万户），改造面积 657.4 万平方米，总投

资 76.8 亿元。截至 2009 年，大兴安岭林区完成棚户区改造 2.14

万户，落实投资 12.98 亿元。2010 年至 2012 年，仍需改造 10.02

万户（大兴安岭林管局 5.61 万户，地方国有林场 4.41 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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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投资 63.8 亿元。

4.国有垦区危房改造工程。根据《内蒙古海拉尔和大兴安岭

垦区 2009—2011 年危房改造规划》，改造总规模 2.27 万户、135.9

万平方米，总投资 14.6 亿元。截至 2009 年，已完成改造 1.11

万户，落实投资 6.44 亿元。2010 年至 2011 年，仍需改造 1.16

万户，建设投资 8.16 亿元。

5.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程。根据《内蒙古 2010-2012 年国

有工矿棚户区改造规划》，全区计划改造总规模 3.11 万户，改造

面积 234.6 万平方米，共需投资 34.3 亿元。

6.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根据自治区核实各盟市上报的改造

任务，2010 年至 2012 年，尚需改造城市棚户区总规模为 49.49

万户、3765.4 万平方米，共需投资约 640 亿元。其中，盟市所在

地 32.34 万户、2428.4 万平方米，约需投资 412.8 亿元；旗县所

在地 17.15 万户、1337.1 万平方米，约需投资 227.3 亿元。

（二）总体目标

在已有基础上，两年时间完成廉租住房建设工程规划任务，即

2010 年至 2011 年筹集房源 11.5 万套，使全区廉租住房实物配租

能力累计达到 18.2 万套；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各类棚户区（危

旧房）改造工程规划任务，即 2010 年至 2012 年改造 4600 万平

方米以上，受益居民 60 万户以上，累计达到 70 万户左右，完成

各类棚户区（危旧房）改造规划任务的 90%左右。

（三）2010 年改造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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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区计划改造建设1783万平方米，解决27.1万户，投

资 286.2 亿元。其中:廉租住房建设工程，筹集房源 5 万套（新

建 4.2 万套，通过购置、改造等方式筹集 0.8 万套），投资 32.6

亿元；中央下放煤矿棚户区改造工程，改造 236.7 万平方米，解

决 3.4 万户，投资 46.8 亿元；国有林区棚户区和危旧房改造工

程，改造 228.2 万平方米，解决 4.15 万户，投资 26.7 亿元；国

有垦区危旧房改造工程，改造 53.3 万平方米，解决 8889 户，投

资 5.7 亿元；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程，改造 98 万平方米，解

决 1.25 万户，投资 14.3 亿元；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改造 941.4

万平方米，解决 12.4 万户，建设成本按全区平均 1700 元/平方

米测算，需投资 160 亿元。

三、政策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今后3年，全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需求量增大，必

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资金保障。

1.自治区本级增加投入。一是增加对廉租住房建设的投入，按

照中央与自治区2.5∶1安排补助,自治区按每平方米200元补助；

二是对城市棚户区改造，自治区按平均每户 1500 元补助；三是

对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自治区按平均每户 6000 元补助。

2.盟市、旗县增加投入。一是进一步调整中央代地方政府发

行的债券使用方向，切实把中央关于优先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

精神落到实处；二是各级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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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不低于 20%，对达不到要求的地区，相应扣减上级补助；三

是各级政府适时调整预算安排，增加保障性安居工程投入；四是

对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的分配，综合考虑各盟市财力强弱、任

务轻重、实施效果三个因素，以财力因素为主，实施分类分档补

助，进一步体现向财政困难地区、任务繁重地区和配套措施落实

得好且成效明显的地区适当倾斜；五是允许和支持各地统筹安排

使用中央和地方各项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从当地实际出发，

突出重点难点，进行必要的整合，统筹实施各项工程。

3.积极协调信贷支持。一是协调争取对各级政府配套资金的

信贷支持。在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前提下，协调金融机

构对盟市、旗县配套资金不足部分提供贷款，并通过盟市城投公

司发行信托计划等办法拓宽融资渠道。二是协调争取对参与保障

性安居工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信贷支持。由自治区和盟市制定保

障性安居工程的准入条件，采取招标加审核方式确定和公布重点

企业名单，协调金融机构从资本金比例、贷款条件和手续等方面

给予支持。三是对在棚户区改造中购买安置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居

民，从住房公积金贷款、普通住房按揭贷款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通

过基层社区开展信用建设、组织信用联保，协调金融机构简化手

续、及时跟进等方式，使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能够改善居住条件。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1.认真落实税费减免政策。施工企业从事棚户区改造项目取

得的经营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被拆迁居民因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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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重新购置住房的，对购房成交价格中相当于拆迁补偿费的部分

免征契税。免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政府性基金。对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

涉及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由建设部门商人防部门，按《财政

部关于切实落实相关财政政策积极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区改造

工作的通知》（财综〔2010〕8 号）执行，一律免收城市房屋拆迁

管理费、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新型墙

体材料专项基金、城市教育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城镇公用事

业附加。电力、通讯、有线电视、市政公用事业等单位要对各类

改造项目给予支持，新建安置小区有线电视和供水、供电、供气、

供热、排水、通讯、道路等市政公用设施，由各相关单位出资配

套建设，减半收取入网、管网增容等经营性收费。

2.认真落实土地使用优惠政策。根据各项安居工程规划和年

度计划，统筹安排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计划，优先安排建设用地。

棚户区改造原则上实行原地改建，确需异地建设的应按照土地利

用规划，在土地供应计划中优先安排，简化供地审批手续；对暂

未列入年度用地计划的项目，可采取申请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

请先行用地等措施，保障改造项目顺利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范

围内的市政和公用设施用地及配建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用

地，以划拨方式供应；配建商业等经营性设施和商品住房建设用

地，依法实行有偿使用，所得土地收益全部用于改造项目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对于开发价值低、改造难度大的棚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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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各级政府按照“只予不取”原则，免收土地出让金。对国

有工矿棚户区，原属于国有划拨生产用地的，盟市规划管理部门

应及时调整为建设住宅用地，土地管理部门及时为原土地使用者

办理土地用途变更手续。

3.落实和完善对重点开发企业的扶持措施。对有实力、有信

誉并在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中表现良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在资质升级、信誉评定和诚信企业评选中予以优先考虑或加分照

顾。区外开发企业和施工企业参与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在市场准

入审批上提供绿色通道。开发项目申报“广厦奖”，视参与安居

工程建设业绩给予加分。参与城市棚户区改造的开发企业在申请

用地时，政府实行土地等级搭配供应措施，以开发价值大、回报

率高的土地开发收益适当弥补棚户区改造资金不足。对商业价值

不大，但配建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比例较高

的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经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和当地政府确认

后，可以把开发用地的出让金扣除一定比例保证金后，直接作为

投资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设资金，重点用于项目拆迁和前期工作。

4.落实和完善租售并举办法。积极稳妥推进租售并举，探索

廉租住房产权多样化，增加困难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各盟市、旗

县可根据当地实际确定租售比例，宜租则租、宜售则售。符合条

件的廉租保障家庭在自愿的前提下，可以按成本价或略低于成本

价购买廉租住房，取得有限产权，购房款可以分期支付。廉租房

的售价和分期付款办法，由当地政府依据保障家庭的经济承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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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有利于回收资金、滚动用于廉租住房建设的情况合理确定。已

售廉租住房暂不允许抵押和上市交易。实行租售并举的地区，政

府要保留适当数量的房源，用以解决特困家庭的住房。

（三）加大项目统筹力度

保障性安居工程涉及到盟市、旗县所在地及相当一部分建制

镇，涉及到城镇不同类型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也涉及到城

镇化的整体布局，必须注重统一规划，切实搞好项目统筹。重点

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1.以城市棚户区改造为龙头，把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完善城镇

功能结合起来，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统一实施。尽可能实行廉

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普通商品房配建、套建，同步搞好基础

设施配套建设，避免低收入家庭过度集中居住；呼、包、鄂等区

域性中心城市，要根据需要与可能，统筹考虑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解

决新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农牧民工的住房问题；城镇管网道路、公

益性设施的改造和建设要围绕着棚户区改造，突出重点，配套实

施；对廉租住房保障对象中的鳏寡孤残人员尽可能通过社会福利

机构安置，其廉租住房建设或租赁补贴资金可用于社会福利机构

房屋扩建和维修等方面的支出。

2.工矿区、林区、垦区等各类棚户区和危旧房改造工程，要

与当地产业发展、就业安置及城镇化建设总体布局有序衔接。在

旗县所在地以下建制镇实施的项目，要切实搞好统一规划和论证，

在明确相关政策、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引导和支持将受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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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转移到旗县所在地安置。

3.农村牧区危旧房改造工程和游牧民定居工程，要与生态移

民和推进城镇化有机结合。引导和支持项目受益群众向城镇转移，

在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中统筹安置，并重点落实好扶持农牧民转

移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

四、组织实施

（一）健全工作机制

自治区成立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

自治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政策措施，审定保障性安居工程规

划和年度计划，制定自治区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

指导和监督检查各地保障性安居工程政策落实和实施情况。自治区

各有关部门要根据部门职责，健全部门协作机制，明确分工，密

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落实工作责任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各旗县人民政府要把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加强

组织领导。自治区对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实行目标责任制管

理。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旗县人民政府是保障性安居工程

的责任主体，要明确部门责任、具体措施，切实做到规划到位、

资金到位、供地到位、政策到位、监管到位和分配公平，确保保

障性安居工程顺利实施。

（三）编制规划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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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各旗县人民政府要把各类棚户

区改造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结合起来，把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与城镇化、城市总体规划及土地规划结合起

来，编制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因地制宜制

定项目实施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四）确保工程质量

要严格执行法定建设程序和技术标准规范，加强施工管理，确

保工程质量。要优化新建安置住房的规划设计，在较小户型内实

现基本的使用功能，满足基本居住需要。要按照节能省地环保要

求，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有关住房质量、建

筑节能和使用功能等方面的要求，应在建设合同中予以明确。

（五）强化监督检查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各旗县人民政府要加强监督检

查，实施全方位监管，及时发现并解决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坚决制止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中损害群众合法权

益的行为。各盟市要在每月底前，将当地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进展

情况、年度计划完成情况及土地供应开发情况报自治区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各级监察部门要会同有关部

门加强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情况的监督检查，认真查处违法违

纪行为。各级审计部门要加强对资金有效使用和安全等环节的监

督。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加强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用地的管理

和监督检查。自治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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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盟市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对工作不落

实、措施不到位的盟市，要通报批评，限期整改。

（六）加强宣传引导

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重要意

义，准确解读政策措施，及时反映工作进展情况，为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一○年六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