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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hanghai's Recent Housing Development Ideas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黄　砂    HUANG Sha

上海住房体系经历了数十年快速发展，目前已进入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阶段。随着《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

2035年）》（以下简称“上海2035”）深入实施，中近期住房发展阶段性逐步呈现，规划有待优化完善。以当前住房发展的3个

主要趋势特征为研究基础，通过分析要素关联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的原因，加强对中近期住房发展在供地模式、类型需

求、空间绩效等方面的思路引导，对上海市域住房空间布局提出中近期分层次发展策略。通过聚焦和衔接“上海2035”的

目标、思路、策略等，以期开启上海住房发展的新思路，并对后续分阶段规划实施起到一定参考借鉴作用。

The Shanghai housing system has experienced rapid development for several decades and has now entered an important 

stage of transitio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Shanghai Master Plan(2017—

2035)”(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hanghai 2035”),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mid-term and near-term development 

of housing.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three main trend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housing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mismatch, incoordimation and imbalance of the factors, and strengthens the ideas of land supply mode, type 

demand and spatial performance, and then guides and proposes a mid-term and near-term hierarch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layout of Shanghai's residential spaces. Based on this research and analysis, we will link and focus on the goals, ideas 

and strategies of “Shanghai 2035”, in order to open up new ideas for housing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an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subsequent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0   引言

根据国务院关于“上海2035”总体规划

的批复要求，上海住房发展要始终牢牢把握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

位，始终坚定不移瞄准“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的工作总目标，始终创新实践“加快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工

作路径，坚持创造优良人居环境，适应人口结

构变化和城市发展需求，合理安排居住用地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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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及其配套设施建设，促进职住均衡发展[1]。

自上版总体规划实施以来，上海经历了

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城市居住用地快速拓

展，市民居住水平大幅提升，旧住宅改造有力

推进，住房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几十年一直

困扰上海的住宅短缺矛盾基本得到解决。但长

期来看，住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

存在。目前上海住房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在

于总量方面的供给不足，而在于住房发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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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优化，尤其是各层次供给与需求有待进

一步匹配、协调与平衡，更应该在“上海2035”

的中近期建设过程中引起重视，并通过优化住

房发展思路和实施策略加以控制引导。

1   住房体系发展的不断完善

1.1   “上海2035”引领下的住房发展

住房发展同其他许多重要的城市功能一

样，已由“增量拓展”走向“存量更新”。住房

发展是深化“上海2035”的重大专项内容之

一，专项规划应突破单一系统或工程性思维，

综合考虑各系统的交互性以及与城市空间的

衔接，承载落实超大城市转型发展的系统化

任务[2]，住房专项的发展目标和发展导向也在

发生转变。2000—2010年，上海城市居住用

地快速拓展，上海住房建筑面积累计增量约3

亿m²，住房建筑面积以3 000万m²/年左右增

加①，按城镇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居住面积提升

至28.3 m²（见图1）。自2010年以来，住房建

设增速渐趋放缓，与此同时，上海常住人口增

长进入平稳阶段（见图2），住房体系也由满

足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转变为适应不同类型

群体的多层次需求上来。上海新增住房供应

将面临资源紧约束，尤其是土地资源的日渐稀

缺[3]，存量时代的住房发展任务不再一味强调

住房总量新增，而是聚焦住房在新时期建设中

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布

局，合理调控城镇居住用地规模。但规模总量

上达到规划目标，不等于规划真正实现[4]。由

于住房建设较其他城市建设内容来说具有一

定不可逆性，更需注重中近期规划的衔接和探

索，并结合国家和上海未来发展的总体导向和

趋势，协同其他重大专项内容，共同指引上海

面向2035年的全球城市建设。

1.2   当前主要发展趋势

基于上海土地和空间资源相对紧缺的特

点，全市住房供应中主要存在以下3个趋势。

1.2.1    待匹配——住房供地模式逐步发生转变

传统住房供地模式与居住用地可持续供

应要求待匹配。“上海2035”提出建设用地

总规模不超过3 200 km²，至2020年建设用地

总规模不突破3 185 km²。从全市层面来看，

“十三五”期间上海城市建设用地供应即将达

到紧约束边缘，考虑上海近年来实际供地情

况，已没有大规模供地的潜能，并且只有约1/3

属于新增用地，其中存量更新建设用地比重呈

逐步上升趋势；即使是新增供地，也位于较偏

远的郊区。按照全国住房和建设工作会议②提

出的“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目标，通过住房需求相对集中

地区的存量建设用地转型，创造持续、稳定、集

约的居住用地有效供给将成为未来引导住房

总量规模合理发展的重要方面。

1.2.2    待协调——适应人口结构调整的类型

　　　需求日趋多元

单一的住房开发类型与不断优化的人口

结构待协调。近10年来，上海正在经历“本地人

口城镇化”和“外来人口本地化”的双重城镇

化发展路径。一方面，以户籍居民为主的住房改

善性需求不断增长。传统“四位一体”住房保

障体系是在住房发展尚不全面的背景下，用来

保护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政策手段，而不是再

分配手段；在资源紧约束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

条件下不能作为住房需求改善和住房水平进一

步提升的干预工具，而应发挥其托底作用。另一

方面，引进人才、外来务工人员、农转居人口成

为上海新增人口的主要来源。促进生产要素特

别是劳动力的流动是发展的关键，也是城市化

的核心[5]。外省市来沪的900余万常住人口中，

15—39岁年龄段的人口比重约占65%，在同一

年龄段的全市常住人口中，该比例约为60%，均

超过户籍人口。大量外来年轻人来沪，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上海的老龄化进程（上海早在1979

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户籍常住人口

老龄化率约21.8%），同时也对多样化的住房类

型提出了迫切需求。如距离就业地点相对较近

的“人才公寓”或“租赁住房”、购房成本相对

较低的“中小套型住房（90 m²以下）”（见图3）、

满足首次置业或改善置业“三代居”需求的小

三房（90—110 m²），以及邻近老年人服务设

施、适宜居家养老的“适老化住宅”等类型[6]，

对住房的多元和高质量发展需求也促进了混龄

社区的改善和城市活力的提升。

图1　上海市2000—2018年按城镇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居住面积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01—2018）》和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数据绘制。

图2　上海市2000—2018年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绘制。

① 参考：陈杰.上海2020年住房形势分析.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http://news.fudan.edu.cn/2012/0810/31263.html。

② 2018年12月24日召开的全国住房和建设工作会议对2019年的住建工作提出了“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三稳”总体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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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待平衡——城镇住房更加关注空间发

　　　　展绩效

级差式的资源要素集聚与均等化的基本

公共服务待平衡。在城镇住房布局方面，住房

空间拓展更加注重与人口分布、就业岗位、交

通支撑、公共服务等相匹配。上海中心城集聚

了大量优质人才、技术、资金、知识等资源和生

产要素。虽然中心城7区③居住用地面积只占全

市居住用地比例约18%，但现状城镇人口规模

约占32%，就业岗位密度约占37%；外围6区④

居住用地面积虽占约36%，但城镇人口规模只

占约27%，就业岗位密度只占约25%（见表1）。

若分圈层来看，中心城（外环高速以内区域）

更是以全市约35%的居住用地资源吸纳了近

50%的人口⑤。相比于“99版总规”中“疏解

中心城过密人口”的提法，“上海2035”进一

步提出，“提高新城、新市镇的人口密度、就业

岗位密度和城市空间绩效”。中近期关注住房

空间发展绩效，不再是传统的“以人定房”或

“以房控人”，而是注重公交可达、公共服务覆

盖、环境品质等因素，合理引导不同区域住房

实现开发强度、开发类型等的差异化发展。

2   中近期住房发展目标

2.1   住房发展目标的变迁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发展也

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上海

作为中国城镇化高水平发展的代表城市，提

供更为多样的公共服务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主要特征；与此同时，覆盖范围更广、质量更

高的公共服务将吸引更多愿意付出一定成本

的家庭和企业，为城市发展创造和贡献更多

的现金流。在城市不断获得现金流，并用现金

流不断改善公共服务以提升自身发展质量的

过程中，住房制度由于对劳动力的财富积累

和成本支出有着重大影响，成为“以人为本”

时代最主要的政策杠杆[7]。首先，高质量发展

所需的各领域人才及劳动力对住房产生了新

的诉求，各类发展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的

供求矛盾需要通过适宜的住房一揽子解决；

其次，降低住房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劳

动力成本，需要通过住房规划和住房政策的

引导，促使产城融合、职住平衡；再次，在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导向下，提倡满足不同居

住群体的不同服务需求，因而大力发展住房

租赁市场，加强中小套型住房建设，通过多措

并举的方式完善住房供应结构，更多带有新

时期、新领域、新技术特征的创新型企业也就

更容易生存。

上海长期以来以保障性住房和市场化住

房两大板块构成的住房体系面临进一步职能

转变：保障性住房应强化公共性和托底性；市

场化住房应注重多样性和可负担性；租赁住

房既不同于市场化的商品住宅，也不同于政

府主导的保障性住宅，而是属于处于两者之

间的社会化租赁体系，既需要政府的优惠政

策保障，又需要长期可持续的市场化运作[8]。

因此，需要深化供给侧改革，住房发展目标逐

步转变为完善多样化的住房供给体系。从长

远来看，应更加关注住房供应结构的合理性，

如保持一定比例的中小套型住房、持续改善

租售比例、通过多样化住房供给满足不同群

体的多样化居住需求等；更加完善旧区改造

机制，逐步解决与老旧住房、居住困难群体生

活相关的急难愁问题；更加突出住房空间发

展绩效，优化部分地区职住平衡、产城融合程

度等。

2.2   与总体发展目标的协调适应

围绕中央对上海的要求和上海自身发展

的趋势特点，坚持以居住为主、以市民消费为

主、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多渠道增加租赁住

房，完善住房租赁管理制度，构建更加完善的

住房发展体系。

上海“正处在市场调控的关键期、住房

困难矛盾的转换期和住房租赁体系的构建

期”⑥，中近期住房发展应紧紧围绕“上海

2035”总体要求，继续以优化完善住房供应

结构为主要任务，近期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和

中小套型住房建设，结合城市更新盘活存量土

地资源，推进旧区改造，同时持续稳定地释放

住宅供应；中期结合人口结构变化和城市发展

需求，以“住有所居”为理念导向，以政府为

主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样性

住房需求，建立全市住房发展绩效长期评估机

图3　上海市各区中小套型住房按建筑面积占比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相关数据库绘制。

表1  2018年上海市中心城与外围各区居住用地、城镇人口规模、就业岗位占比情况（单位：%）

区位 分区
现状居住用地

占比
现状城镇人口

规模占比
现状就业岗位

占比

中心城7区
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

普陀区、虹口区、杨浦区
18 32 37

外围6区
嘉定区、金山区、松江区、青浦区、

奉贤区、崇明区
36 27 2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相关数据库制作。

③ 中心城7区为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虹口区、杨浦区。

④ 外围6区为嘉定区、金山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崇明区。

⑤ 参考：《上海市住房发展专项规划》。

⑥ 2018年7月，上海市市长应勇在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扩大）上提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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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根据住房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优化住

房供应节奏，完善住房总体布局，提升住房整

体环境品质。相应地，住房规划发展目标也应

与总体发展目标相互协调适应，由解决住房总

体短缺问题、提高人均居住面积转向进一步优

化居住环境，提升综合居住品质和满足多样性

居住需求。

通过5—10年建设，基本形成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框架。通

过进一步优化居住用地供应、加大租赁住房和

中小套型住房供应、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推进旧住房改造等重要举措，实现住房困难得

到保障、住房配置更加合理、居住条件有效改

善、住房品质明显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稳

步提升。

3   中近期发展思路优化

按照人口结构调整的需要和人口居住的

实际需求，针对供地模式、类型需求和空间绩

效等方面集中体现的矛盾问题，对住房中近期

发展总体思路进行优化，积极盘活存量资源，

合理安排居住用地供应的结构和时序；优化资

源配置，适应空间差异化发展；落实高质量发

展，提升住房的空间发展绩效。

3.1   重视存量用地转型, 优化住房土地供应

　 　 结构和时序

结合城市更新，盘活存量土地资源，通过

旧区改造和旧住房修缮改造，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见图4）。在统筹考虑总量控制、区位、环

保、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的前提下，根据地块具

体开发条件及系统评估结论，通过公共服务设

施、绿地等公共要素“补缺口”等作为新增居

住用地供给的必要条件，鼓励存量低效用地

转型；对于就业岗位集聚的地区，以商业办公

项目转化、“非改租”⑦、企业投资建设、政府

回购等方式增加租赁住房，补充新增城镇居

住用地供给。统筹考虑风貌保护、城市更新、

旧区改造，确保各类居住用地供应，新增居住

用地聚焦就业岗位集聚地区，优先保障租赁

及保障性需求，同步推进存量用地转型，均衡

供地时序。近期稳定居住用地供应总量，按照

“商品居住用地稳中有升、保障性居住用地确

保供应、租赁居住用地大幅增加”的原则，有

序调整各类居住用地供应。中期适时调整居

住用地供应规模、供应结构和供应机制，重点

推进存量用地转型，充分满足多主体供给、多

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用地需求。在居住用地

供应中，优先保障新建租赁住房，基于低收入

群体保障需求，优化完善“四位一体”保障

性住房用地供应。

3.2   优化资源配置, 适应空间差异化发展

进一步丰富住房类型，提供多元化的住

房：如配备优质公共服务设施的国际社区、人

才公寓等，并融合多元文化，适当改善符合国

际标准的国际社区。针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发

展适老化混龄住区，注重社区活动空间的无障

碍设计和空间的独立性，并配以服务专业、设

备先进、生态良好的居住环境和乐龄活动。为

满足多层次住房群体的多样化住房需求，提升

基础设施欠发达地区的公共配套服务和交通

支撑体系水平。进一步促进人口岗位结构与空

间结构相协调，在人口导入地区，加强住房布

局与轨道交通、就业岗位、公共设施等在空间

上的整合，强化产城融合与生活宜居。在就业

岗位相对集中的地区，优先保障新建租赁住房

及“四位一体”保障性住房；在人口疏解地区，

除满足高品质居住环境需求外，仍应鼓励通过

多种方式并存的存量用地更新，降低与产权交

易相关的制度成本[9]；优化城市资源配置，进一

步提高中小套型住房和租赁住房等类型占比，

降低住房总体成本。

3.3   构建高质量人居环境, 提升住房发展空

　　间绩效

促进各类人群间的社会融合，针对不同

人群和家庭类型的多样化需求，调整住房的规

模、结构、布局等，实现市民住有所居；落实“上

海2035”15分钟社区生活圈相关内容，以城乡

社区为基础，充分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构

建覆盖城乡、公平均等的多层次公共服务体系，

增强高能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营造优质的社

区环境，提升社区交通、就业功能和公共空间品

质。重点保障轨道交通站点1 000 m覆盖范围地

区，提高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住房和具有托底

性质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比例；结合中近期创新

中心、商务集聚区、产业社区等创新人才集聚地

区建设，提高新增租赁住房建设比例。合理确定

新增住房开发规模与开发强度，提升居住用地

综合开发和复合利用水平。以TOD为导向，推进

图4　2018年上海市各区简屋及旧式里弄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绘制。

⑦ 非改租：指非居住房屋改建租赁住房。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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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用地的综合开发利用，

引导控制各类新增住房的建设启动条件，加强

公共服务设施与新增住房的协同性，鼓励合理

的功能混合、多元发展和集约发展。

4   中近期空间规划策略

中近期住房发展在空间布局方面应更

加关注集约高效和空间适配。依托城乡体系

发展，引导城镇住房的有效供给，加强住房与

相关生产、生活设施在空间上的整合，优化城

市功能结构，引导职住空间匹配。根据“上海

2035”要求的住房发展政策分区，按照“中心

城—主城片区—新城—核心镇—中心镇—一

般镇”形成空间规划策略指引，引导城镇住房

实现有效供给。

4.1   重视中心城存量住房更新改造, 优化和

　　完善居住环境、设施配套与交通支撑

中心城应重视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由

“拆、改、留”向“留、改、拆”转变，更加强调

“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统筹规划，

有序推进旧区改造和旧住房修缮改造。新增住

房应以中小套型为主，优先利用轨道交通站点

周边地区，建立商品住房建设与公园绿地、开

放空间、公共设施等同步建设的开发机制，合

理控制居住用地供给规模与节奏。结合就业集

聚地区和轨道交通站点，增加租赁住房、中小

套型住房供应，缓解该类地区创新群体适宜性

住房短缺的问题。进一步推进以二级旧里以下

房屋为重点的旧区改造和以老公房为重点的

旧住区综合改造；针对危房、缺乏必要生活设

施的老旧住房，以及建筑结构差、年久失修、基

本设施匮乏的不成套老公房，实施旧住房修缮

改造。针对就业相对集聚区域，加快产城融合，

完善产业社区建设，增加中小套型、租赁住房

供应，同步加强就业集聚区与外围居住配套地

区的交通联系。

4.2   引导主城片区职住空间匹配, 适度提高

　　租赁性、中小套型住房比例

主城片区结合商务集聚区、轨道交通站点

等未来整体转型地区，应适度提高租赁性、中小

套型住房比重，满足创新群体居住需求。针对

现有居住用地，重点完善公共交通和公共服

务配套水平。对于居住功能集聚但缺乏就业、

交通与配套设施的地区，控制新增住房规模，

着重引导培育就业岗位，促进产城融合，打造

功能完善的城市社区。在就业中心、大容量公

共交通枢纽站点、公共活动中心等地区布局保

障性住房。重点加强转型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

与生态绿地建设，在增加就业和提升交通支撑

水平的基础上，以中小套型和租赁住房为主适

度配建住房。进一步调整优化住房规模布局，

重视存量住房更新改造。与此同时，结合城市

战略留白及弹性控制地区的未来发展要求，预

留应对人口增长多情景的空间。

4.3   进一步促进人口向新城集聚, 提升公共

　　服务质量

5大新城应重点引导住房规模布局，同步

配套完善轨道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

升公共服务质量。推进新城住宅建设，通过完

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加强轨道交通

站点的引导作用，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增

加就业岗位等提升人口吸引力。进一步拓展存

量低效用地转化为租赁住房的方式，多渠道增

加租赁房源供应数量，提高租赁住房供应比

例。合理布局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加强对

现有大型居住社区的评估，分类完善大型居住

社区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应与新城建设、公

共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相协同，促进社区

的多元融合发展。在轨道交通站点以及通过工

业区转型而成的就业和公共活动中心地区，着

重增加有一定开发强度、套型多样、功能混合

的居住用地。

4.4   引导核心镇和中心镇住房规模布局, 合

　 　 理把握一般镇的住宅供应节奏

针对核心镇、中心镇和一般镇，应合理控

制住房发展规模，扩大保障性住房房源筹建渠

道，发挥用人单位和园区的主体作用，引导和

推动企业自建单位租赁房，为企业员工提供居

住保障，并利用商品住房配建保障性住房。核

心镇和中心镇是住房空间布局优化的重点关

注对象，应进一步提升人口密度和就业岗位密

度，新增住房以满足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城镇

化需求为主，促进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区域等

的人口集聚。针对就业集聚地区、商办过剩地

区、交通优先地区，引导建设中小套型住房、租

赁住房。一般镇住房空间布局要规避垃圾焚烧

厂、填埋场、有污染的工业用地等对环境有污

染的地区。结合人口、产业、配套设施和入住率

等因素，合理把握居住用地供应时序和节奏，

并将就业、设施配套和环境改善作为新增居住

用地启动的必要条件。

5   住房发展行动计划

5.1   近期以空间建设为抓手, 进一步提升住

　　房空间发展绩效

近期应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完

善“四位一体”住房保障体系，“留、改、拆并

举”，深化城市有机更新。重点聚焦租赁住房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建设、提升

中小套型住房比例、填补公共服务设施缺口、

优化居住集聚地区交通可达性、综合改造老旧

住房、处置老旧住房隐患、小区综合治理等居

住空间及人居环境建设方面。通过统筹考虑新

增住房、生活服务设施、就业岗位等，形成若干

功能完善、体系健全的生活社区，深化落实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理念，推进住房空间发展绩效

进一步提升。

5.2   中期创新开发模式, 完善租购并举的住

　 　 房体系

中期应加大租赁住房供应力度，加快完善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体系。在城市中心及副

中心、新城中心、科技研发集聚区和先进制造

业集聚区等，以区域公共交通便捷、生产生活

便利、租赁住房集中为原则，体现区位适宜、

宜居宜业等导向，完善租赁住房建设。创新开

发模式，推进职居功能有序融合。加强公共服

务设施、公共绿地、公共空间与土地开发的同

步协调。加强土地开发前期评估，建立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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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与公共设施、公共绿地和公共空间

相挂钩的制度，保障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居住

与就业平衡。明确公共服务设施及公共空间

建设管理、物业持有及出租运营要求，根据实

际情况及时调整租赁对象、租期、租金，以及

相关租赁管理要求，进一步加强租赁住房后

续监管。

5.3   远期探索政策保障机制, 进行全生命周

　　期动态维护监测

充分发挥规划管理、土地供应、项目实施

等政策调节作用。落实中小套型、租赁住房供

应和相关管理要求，并提升居住用地供应的精

细化管理水平。如细化中小套型比例、租赁比

例等控制要求，完善和优化带方案出让、转化、

配建等供地方式，引导相关机构加大物业自持

比例的机制设计。明确租赁住房管理机构和管

理职责，健全常态化、全周期管理机制。与此同

时，加大政府对住房发展的动态维护。建立住

房规划实施的动态监测、定期评估和及时维护

机制，通过对人口增速、人口结构变化、土地等

方面规划实施情况和关键指标的跟踪反馈，制

定多情景应对策略，对规划进行全生命周期的

动态维护。在坚持住房发展总体原则导向不变

的情况下，及时调整新增住房供应的相关条件

（套型结构、配建比例等），不断优化完善相关

住宅供应方式，对规划预留的战略性空间进行

动态调整，确保住宅有效供给。

6   结语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⑧。

既是城市发展重要的主题，也是关乎社会民生

的长久话题。健全可负担、可持续的住房供应

体系是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改善民生的重要

领域[10]。促进社会公平、提升居住品质，是住房

发展需要长期秉承的理念和追求的目标，中近

期住房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从长远来看也

只是城市转型发展过渡阶段特征的集中体现，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居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新的发展阶段，住房发

展还将面临新的矛盾和新的考验，应以更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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