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8  ■責任編輯：羅雅蘭　■版面設計：余天麟

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

h t t p : / / w w w . w e n w e i p o . c o m十七大

住房問題是關係民生的大問
題。持續飆升的房價因超過百姓
承受能力而招致廣泛批評。5年
來，中央政府不斷出台宏調措
施，尤其是近兩年內密集出台的

「國八條」、「國六條」、174號
「限外政策」等，及對個別地區
房地產開放商「捂盤惜售」的查
處，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價的
過快增長。

為遏制房地產投資過快增長勢
頭，2004年調控措施以行政手段
為主，通過控制土地和資金供
給，控制房地產供給，使房地產
投資增長速度由年初的50.2%，
逐月下降到年末的28.1%，回落
22.1個百分點。然而投機炒作和

被動需求等非合理需求的快速增
長；中低檔住宅供應比例下降、
房地產供給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引
起的商品房價格大幅上漲。全國
平均銷售價格同比增長14.4％，
尤其是上海、杭州等東南沿海城
市房價漲幅迅猛。

一線城市房價領漲
2005年初中央三個月內繼續出

台了「國八條」等系列調控政
策，到當年末房地產投資增長
19.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8.2
個百分點；商品住宅銷售價格上
漲7.5％，漲幅比上年同期回落3.6
個百分點；上海、杭州等城市大
幅上漲的房價得到有效抑制。但

2006年初，房地產投資增速出現
反彈，1至6月增速比上年末提高
4.4個百分點。深圳、北京、廣
州、大連等城市房價大幅上漲。5
月末建設部、發展改革委等九部
委聯合出台《關於調整住房供應
結構穩定住房價格的意見》，「90
平米」和「70％」成為關鍵詞。

北京市政府8月底公佈六項申請廉租房實物配租條
件，其中規定申請人戶籍登記地在北京並取得戶籍滿5
年，單身家庭年收入低於6,960元，且資產總額低於15
萬元。這是國務院頒布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
的若干意見後，地方政府出台的首個具體細則。

京率先出台廉租標準
24號文要求廉租住房增量擴容，目前已有近600城市

建立了廉租房制度，佔中國城市的9成，有專家計算，
如果將覆蓋面擴大到1,000萬戶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
每年投入廉租房的資金需求至少497億元。建設部、民
政部的一項調查顯示：內地城鎮低保家庭中約有400萬
戶住房困難。目前，廉租住房保障對象主要是這400萬
戶低保家庭，截至去年底解決了26.8萬戶，僅佔6.7%。

全國房困家庭千萬戶
另據建設部測算，目前內地仍有人均建築面積10平方

米以下的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近1,000萬戶，佔城鎮家庭
總戶數的5.5%。大多數不能享受低保的低收入家庭既無
力購買經濟適用住房，也不能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缺乏
政策支持。總體上看，廉租住房的覆蓋面仍然較小。

有學者指出，目前內地廉租住房保障資金面臨的主
要問題是資金缺口大、地區分佈不均衡。一是從2006
年開始規定，土地出讓淨收益不低於5%用於廉租住房
制度。2005年，全國土地出讓淨收益約為2,180億元，
如果按5%提取，則可用於廉租住房的資金約為109億
元。二是地方政府的財政資金。到2006年底，全國歷
年累計用於廉租住房制度的資金僅有70.8億元，而且由

於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落後地
區的地方政府難以在本級財政中安
排住房保障支出。三是住房公積金
增值收益。1998年以來，全國住房
公積金增值收益累計提取廉租住房
建設資金約100億元。

北京申請廉租房條件
★申請人戶籍登記地在本區，取得本市

戶籍滿5年（家庭為單人的申請人，應
當符合晚婚年齡；離異的，應當滿3
年）

★申請家庭上年人均月收入連續一年低
於580元，一人戶家庭年收入低於
6,960元，兩人戶家庭年收入低於
13,920元，申請家庭每增加一人，按
增加6,960元計算）

★申請家庭資產總額為一人戶家庭低於
15萬元，兩人戶家庭低於23萬元，3
人戶家庭低於30萬元，4人戶家庭低
於38萬元，5人戶以上家庭低於40萬
元

★家庭住房人均使用面積低於7.5平方
米，且申請人和家庭成員5年內未出售
或轉讓過房產

★具備下列情形之一：被拆遷，有特殊
病、重殘人員，有60歲（含）以上人
員，居住市政府確定的解危排險範圍
內房屋

★申請樓房配租的家庭人口應當在二人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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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住房問

題，一直是胡溫執政以來的工作

重點之一，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

的第八部分提出：「努力使全體

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

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同

時還提出：「健全廉租住房制

度，加快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

房困難。」

專家指出，這是黨代會報告中

第一次專門提及住房保障制度，

更是第一次談到保障方式和保障

對象，這兩句話確立了十七大後

中央房地產政策的基本思路。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表示，住
房問題是中國廣大民眾最大的民生問題，近

年來，住房價格不斷攀升，民眾的壓力越來越
大，黨代會報告在重點強調教育、醫療問題的同
時，也將住房保障寫入其中，體現了對民生的關
注和對民意的尊重。

對於住房保障制度建設，建設部部長汪光燾在
十七大期間明確表示，國務院和國土資源部已經
全面確定對廉租房建設優先土地供應。廉租房覆
蓋將逐步從解決最低收入群體住房過渡到解決低
收入群體住房，並將採取措施保證各級政府、尤
其是市縣政府抓落實。國家將從政策措施上，多
方面為廉租房制度提供支持和保證。

其實，房地產政策調整在兩個月前召開的全國
住房保障會議上已初見端倪。在會議出台的《國
務院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
見》(又稱24號文)中，廉租房已成為住房保障方式
的首選，經濟適用房則退居第二位，住房保障的
對象也開始收縮為「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

人們相信中央在房地產方面的調控思路，正由
此前從財稅、貨幣、信貸政策上壓抑房價，轉向
加速推進低收入家庭保障性住房，即調整住房結
構上。

24號文重構樓市勢力版圖
而逐步擴大廉租住房制度的保障範圍，是胡溫

開出的新藥方。中央要求，今年年底前，在所有
設區城市，凡符合規定住房困難條件、申請租賃
補貼的低保家庭，基本做到應保盡保；明年年底
前，覆蓋到所有縣城。2008年底前，東部地區和
其他有條件的地區，要率先把保障對象擴大到低
收入住房困難家庭；2010年底前，全國城市低收
入住房困難家庭都要納入保障範圍。

此外，各地今明兩年要加快廉租住房建設步
伐，盡快增加一批廉租住房房源。各級地方財政
要將廉租住房保障資金納入年度預算支出安排，
住房公積金增值淨收益要用於廉租住房建設，土
地出讓淨收益用於廉租住房保障資金比例不得低
於10%。

配套措施料年底推出
24號文8月初發佈之後，房地產調控重新定位。

業內人士表示，這一文件體現了政府將住房保障
與市場分離的想法。建設部住房政策專家委員會
會員谷俊青公開表示，目前城鎮人均住房建築面
積低於10平米的全國有1,000萬戶，比重達到
5.5%。從這一點上說，建立住房保障制度有里程
碑式意義。

據悉，到07年6月底，內地656個城市中，已有
586個建立了廉租住房制度，佔89.3%；07年計劃
安排廉租住房資金達到79.4億元，超過06年之前廉
租住房資金總額。

五年來，中央的地產調控政策重心一直
是穩定房價，財稅政策、貨幣政策、信貸
政策乃至行政手段輪番上陣，令內地房價
總體趨於平穩，但在此過程中，仍有部分
城市漲幅突出，06年11月內地房價漲幅前
三分別為福州同比上漲10.4%，北京
10.3%，深圳9.8%。今年7月，北京商品住
宅价格繼續上漲，成交均價達11,380元/平
方米，比去年同期上漲41.4%。據國家發
改委今年8月16日發佈的數據顯示，7月份
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上漲7.5%。

一份以謝伏瞻為課題負責人的國務院發
展研究中心研究報告指出，房地產市場目
前問題的成因在於：對90平米以下普通住
房兩個70％的調控措施缺乏說服力和可操
作性，同時，中低價房在銷售環節缺乏可
操作性，包括購房人的資格審定、住房的
銷售程序、監督管理等都沒有詳細規定，
措施難以有效落實；投資收益低影響開發
商建設中低檔住房的積極性。

遏抑地價 影響地方「財源」
此外，該報告稱，體制問題制約地方政

府落實住房調控政策的積極性。一是
GDP是考核地方政績的主要指標，房地
產業投資速度和房價漲幅回落直接影響地
方經濟。二是土地收入是地方政府可取得
的主要財政收入，限地價將影響地方收
入。三是落實中低價住房和完善住房保障
制度的資金來源不明確，需要地方政府自
己籌錢，幾個因素都直接影響地方利益。

壓抑樓價新藥方
4年普及廉租房

專家：體制拖慢
樓市宏調成效

樓市炒味濃 中央連環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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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是重要的民生問題，中國將擴大廉租房保障範圍，解
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圖為北京廣渠門北里廉租房小
區內，兩位老人在花園裡切磋琴藝。 中新社

哈爾濱
■ 去 年 1 0
月，黑龍江
省哈爾濱市
74歲的李秀
英（右）拿
到了廉租房
鑰匙。

新華社

■近年天津投放於廉租房建設的
資金居全國前列。圖為天津河東
彩麗園廉租房住宅區。 新華社

■目前內地廉租住房的覆蓋面仍
相對較小。圖為上海居民在狹小
胡同掛起「萬國旗」。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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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一號」衛星預計將
於24日下午6時開始月球探

訪之旅，作為中國第一個探月衛星的「嫦娥一
號」，其成功與否，牽動中國整個航天計劃。
有關專家表示，「嫦娥一號」發射將跨越諸多
難題，成功並非易事。

火箭軌道設計須突破
「嫦娥一號」衛星發射是中國人第一次進行

遠距離發射，在火箭、軌道設計等技術層面要實
現多種突破，才能實現。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

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總體設計部航天飛行力學和
火箭彈道軌跡設計專家余夢倫稱，這次發射將是
中國航天事業新的課題，主要有四個難點。

第一個問題是軌道設計，這樣的軌道中國是
第一次飛。第二個問題是控制，在飛行中有火
箭的控制，有衛星的控制。火箭與衛星在飛行
當中必須有一個參考系數，就像船在大海航
行，必須有個燈塔指令航程，所以飛行過程中需
要很多的參考機制，這些都是控制上遇到的問
題。第三個問題是環境適應。因為它從地球出發
要經過大氣層，還有電離層，深空中還要考慮太

陽輻射等等，這些環境過去沒有遇到過。

環境適應遙控待考驗
第四個問題是構造遠距離測控，遠距離測

量。火箭發射也好，衛星飛行也好，我們地面
的人都必須要知道它飛到哪兒，所以必須要測
量。還要和飛行器保持聯絡，火箭和衛星要把
信號傳輸下來，指揮人員的遙控指令要傳輸上
去，這些都是需要進行通訊的。這麼長的距
離，過去我們沒有實驗過。

■中通社北京20日電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北京20日電】
即將升空的嫦娥一號探月衛星，燃
起國人對月球的無限暢想，中國人
何時能夠登陸月球更成為各界關注
的問題。中國目前雖未公布登月時
間表，但多位權威專家已透露出中
國對載人登月的總體設想。繞月探
測工程約將於2016年完成，屆時中
國探月技術已成熟，再經過5年左
右的時間繼續發展載人航天技術，
大約在2022年時，中國人很可能首
次登上月球。

權威航天專家、中國科學院空間
總體部顧問張厚英表示，中國肯定

會進行載人登月，但目前國家並未
出台細緻規劃。他表示，由於目前
中國已有載人航天的基礎，「神六」
飛船上的太空人費俊龍、聶海勝曾
進行長達5天的太空飛行，這對於
實現載人登月是重要基礎。

中國月球探測工程首席科學家歐
陽自遠表示，目前中國已可把人送
上月球。「但只能實現『單程
票』」，實現真正的載人登月，中國
需要「返程票」。中國月球車約在
2012年在月球上軟㠥陸，預計在
2017年中國研製的機器人則可將把
月球土壤樣品採回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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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理學院院長郭新，著名
天文學家。香港培正中學畢業，曾
為加拿大卡加里大學物理及天文系
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
物理研究所所長及特聘研究員。在
星體演化及天文化學領域成就卓
著，曾擔任世界天文聯會行星狀星
雲研究組主席。他提出的行星狀星
雲形成和演化理論，已成為當今天
文學界權威恆星滅亡理論。還曾參
與NASA的「哈勃太空望遠鏡」及

「紅外線太空觀測站」等多個太空
天文衛星的觀測項目。

郭新：星體演化研究有建樹 徐揚生：機器人技術專家郭新：星體演化研究有建樹 徐揚生：機器人技術專家郭新：星體演化研究有建樹 徐揚生：機器人技術專家郭新：星體演化研究有建樹 徐揚生：機器人技術專家郭新：星體演化研究有建樹 徐揚生：機器人技術專家郭新：星體演化研究有建樹 徐揚生：機器人技術專家郭新：星體演化研究有建樹 徐揚生：機器人技術專家郭新：星體演化研究有建樹 徐揚生：機器人技術專家郭新：星體演化研究有建樹郭新：星體演化研究有建樹 徐揚生：機器人技術專家徐揚生：機器人技術專家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助理徐揚生，

著名機器人技術專家。早年考入浙
江大學（77級），獲學士、碩士學
位。八九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獲博士學位。97年始，任教於香港
中文大學自動化及計算機輔助工程
學系。他是中國高科技發展計劃航
天遙科學及太空機器人領域首席技
術顧問，領導國家航天自動化與機
器人方面的研究，並於北京建立首
個國家測試基地。目前，正在主持
研究新一代的微型智能衛星。

陳炯林：擅長大尺度計算
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教授陳炯

林，香港觀天會顧問、天體學專
家。1974 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博士，
1975－1980 曾任卡加里大學、皇后
大學(加拿大)研究員，1980－1994任
職於NASA，1994至今在香港科學
大學工作，研究範圍包括天文物
理、流體動力學、大尺度計算。

陳永奇：現代形變處理之父
香港理工大學土地測量與地理信

息學系系主任、教授陳永奇，著名
測繪專家。1961年9月至1966年9
月，武漢測繪學院工程測量系本科
學習，1980年12月至1983年5月，加
拿大新不倫維克大學測量工程系學
習並獲博士學位。他在GPS數據處
理和變形監測數據處理等領域有較
深造詣，被國際上譽為「現代形變
處理之父」。據介紹，他還曾替
NASA設計登陸火星的探測儀器。

成功發射 須跨四難題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北京20日電】
世界各國燃起新一輪探月熱潮，
中、美、日、歐、印等國均推出探
月計劃。北京權威專家認為，未來
10年內，世界上沒有國家可以實現

載人登月，預計美國將是第一個重
返月球的國家，依照計劃最晚將在
2020年登上月球。專家分析，美國
返回月球有㠥更深層次目的，就是
在月球上建立永久性月球基地。

美研6人登月船 謀建永久基地
【本報訊】據新聞晚報報道，為

了做到最高精度的天體測量，中國
科研人員提出，要在月球建天文
台，並使其精度達到世界領先的

「微角秒級」(即百萬分之一秒)。上

海天文台前台長葉叔華院士告訴記
者，中國科研人員正在研究，如何
在嫦娥計劃第二期到月球表面建天
文觀測點，為未來的月球天文台打
下基礎。

中國研建月球天文台

【本報訊】據中青在線報道，隨
㠥中國第一顆繞月探測衛星「嫦娥
一號」升空在即，美國宇航局、美
國科研機構、美國智囊機構的有關
探月登月的專家和教授，都表達了
他們對中國探月計劃的不同看法，
但同時也表達了同樣的祝福，那就
是希望中國「嫦娥奔月」成功。

美國宇航局行星科技部門、「火
星奧德賽」項目的科學家史蒂汶·
桑德斯博士說：「月球軌道勘測器」
旨在彌補我們的月球知識空白，獲
取月球形狀相關信息，為未來機器
人探月和人類探月尋找精確的安全

㠥陸地點。美國全球安全組織的負
責人派克認為：「嫦娥一號是中國
首次探月嘗試，必將推進其科技向
世界級邁進。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傾
力進行這一項目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中國嫦娥一號初定
的發射時間，恰是美國「發現」號
航天飛機發射升空的時間。據美國
宇航局工程與安全中心16日宣布，
儘管工程師日前在「發現」號航天
飛機機翼下44片防熱瓦中的3片下
發現了細微裂紋，但專家們認為，

「發現」號可以於美國東部時間10
月23日(北京時間10月24日)升空。

軌道勘測器 可補美空白2022年中國人或能登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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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 娥一號升空後，預計將進行為時一年的繞月飛行，期間將對月球進
行深入探測。權威部門表示，中國此番將「最大化」利用相關數

據，目前已成立由122名科學家組成的「繞月探測數據應用委員會」，並有
中國科學院院士歐陽自遠擔任首席科學家。

原邀5教授 梁天培辭世
據透露，共有5位香港科學家進入應用委員會，包括香港大學理學院院長

郭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助理徐揚生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陳炯
林教授、香港理工大學土地測量與地理信息學系主任陳永奇教授(詳見另
稿)，及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梁天培教授。但是，由於梁天培教授不幸辭
世，剩下4名科學家可代表港人分享嫦娥一號帶回的科學資料。

3位曾在美太空署任職
據本報調查，這四位科學家堪稱「背景顯赫」，郭新教授、陳炯林教授和

陳永奇教授均曾任職於美國太空署（簡稱NASA），並曾主持過相關工程。
另外一位中大的徐揚生教授，則是中國高科技發展計劃航天遙科學及太空
機器人領域首席技術顧問，目前正在主持研究中國新一代的微型智能衛
星。

據權威消息透露，目前中國關於嫦娥一號探月數據的使用政策已確定。
中國將依照國際慣例，公開嫦娥一號所取得的部分數據，與國際同行進行
合作研究，並希望以此取得更多的科學成果。

據透露，中國已完成使用嫦娥一號傳回數據的相關規定。官方強調，中
國的嫦娥工程是和平利用外層空間的工程，立足自主創新，但不排除對外
合作。例如，目前中國與歐空局進行了聯網測控，今後還將進行相關合
作。

中央冀建廣泛工作網
權威消息指出，嫦娥一號帶回的數據，將保證國內研究機構優先使用，

包括香港院校在內的中國各大高校、研究所可申請使用嫦娥一號獲取的相
關數據。有關人士預計，具體政策將在不久之後對外公布。主管嫦娥工程
的國防科工委官員表示，中央希望充分利用國家各方資源，共同利用嫦娥
一號探測獲得的數據，對於今後探月工程，中央希望建立廣泛的工作網，
動員全中國力量，推進國家月球
探測和深空探測發展。

尖端科技

■「嫦娥一號」
衛 星 1 比 1 模
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