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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了我国保障性租房市场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及其潜在的金融风险。通过深入分析我国保障性租房

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本文重点探讨了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和监管不足而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特别是借鉴了韩国全租房市场崩盘的教训，并强调了保障租户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文章从政

策执行困境、市场机制缺陷、金融风险防范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综合性的应对策略，

强调在保障民生的同时应防范金融风险，避免因政策短视而忽视长远发展。最后，文章呼吁通过系统化

的政策设计和有效的市场监管来实现住房保障的长效机制，确保居民“住有所居”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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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financial risks faced by the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market in China.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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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in China’s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sector,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that may arise due to inadequate market mechanisms and insufficient regulation.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South Korea’s jeonse housing market,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enant right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The paper explores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market mechanism flaws, and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and proposes 
comprehensive coping strategies. It underscores the need to balance social welfare with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and cautions against short-sighted policies that neglect long-term development. Fi-
nally, the paper calls for systematic policy design and effective market regulation to establish a sus-
tainable housing security mechanism, ensuring residents have stable housing and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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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住房问题尤为突出。保障性租房市场作为缓解住房压力的关键途径，却

面临金融风险、政策执行难题、市场机制不完善及政府角色定位模糊等多重困境。这些问题不仅挑战市

场的稳定性，更影响社会稳定和居民福祉。本研究旨在探讨这些困境及其对租房市场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为后续章节深入分析金融风险防范、政策优化、市场机制完善和政府角色定位提供研究基础，以期提出

解决策略，促进住房保障机制的长效发展。 

2. 租房普遍但权益难保障的现状 

(一) 高房价与收入差距：购房难题与租房选择 
据 2023 年 12 月 23 日发布的《2023 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城市业主房屋“新出租”》

(下称《蓝皮书》)数据，我国租房人群已突破 2.6 亿，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显著现象。然而，房价上涨远

超居民收入增长，购房压力与日俱增，租房成为多数中低收入家庭的唯一选择。然而，现行租房政策和

市场机制尚不成熟，既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也难以保障租户权益。 
(二) 租房市场不完善，租户权益难保障 
尽管租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但市场机制不健全，导致租户权益难以保障，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

租户频繁搬迁、居住环境差等问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与社会关系的形成。租户的基本生存权

利在现实中得不到应有保障，使租房成为城市居民的一大生存难题。 
(三) 现有政策的不足与供需矛盾 
现行保障性租房政策，如深圳的统租房模式，虽然初衷是服务民生，但实质上未能有效增加房屋供

给，只是提高了房东收入，转嫁了租金上涨的压力。政策的局限性使得租房问题难以根治，供需矛盾加

剧，弱势群体的居住负担进一步加重。 
现行租房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能增加房屋供给，只是在现有资源基础上进行流转，无法有效平衡

市场各方利益，难以实现社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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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障性租房市场的多重困境 

(一) 金融风险 
1. 监管不足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租房市场监管不足，出现系统性风险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目前，租房市场监管机制不健全，不足

以防范各类风险，这可能成为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假如保障性租房被

人利用成立空壳公司后，统一收房改造后通过抵押融资，资本化证券化，之后挪作他用，这样的风险一

定要提前规避，防患于未然。 
2. 韩国全租房市场崩盘的教训 
韩国“全租房”模式 2023 年因金融监管短板而导致租房市场崩盘，其教训值得借鉴。韩国民众发现

随着经济下行，炒房才是财富积累的唯一手段，08 年金融危机的美国的故事永远还在上演，截止到 2023
年 4 月份，在汇聚韩国近半数人口的首都首尔，部分区域的房价跌幅同期已达 40%，而同期的成交量更

是暴跌 70%1。韩国这次房产暴跌和其独特的租房模式脱不开关系，租客给房东房子总价的 50%~80%，

租期结束后押金全额退还租客，其实租客连这 50%的钱也没有，韩国银行为了发放贷款，专门推出了低

息全租房贷款。与此同时房东也用押金再加上一些贷款继续买房继续全租出去，不断循环下去，本质就

是利用杠杆炒房，原本房价上涨阶段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还能持续，但是美联储加息之后韩国央行也被

迫跟着加息，房贷利率也随之升高，而且美元回流也戳破了韩国楼市的泡沫，随着房价下跌，人们发现

租客要求拿回到期押金而不是继续租下去，而房东之前已经把押金拿去买房了，为了还押金只能买房，

随着卖房的人越来越多，房价进一步下跌。甚至有的房东人间蒸发，租客才发现押金要不回来，房子被

银行拍卖，巨大隐患爆发，前车之鉴，后世之师[1]。 
金融风险可能成为影响租房市场稳定的重要隐患因素。韩国 2023 年房地产危机不仅使韩国的金融与

房地产业遭受重创，也导致社会动荡与政治信任危机。其教训在于，任何市场都存在周期性，都可能带

来泡沫与危机，但如果不能有效监管并防范金融风险的过度积聚，一旦泡沫破裂就可能带来系统性的经

济损失与社会动荡。特别是作为基础产业，房地产行业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居民财富与消费，甚至于生存

条件，其影响范围更大。 
(二) 政策执行困境 
1. 供需失衡与租户权益 
在租金政策上，管制与放任之间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2]。租金管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租房

成本，保障租户的利益，但却会挤压房东的租赁意愿，从而减少租房的供给。而如果完全放开租金，虽

然可以鼓励更多房屋供给，但也可能出现租金高涨的情况，加重弱势群体的负担。这使得政府在制定租

金政策时难以满足租房双方的需求，也加大了政策推行的难度。租金过高无疑会增加居民的负担压力，

这违背政府推动租房发展的初衷。但如果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过度压低租金，则会挤压出租方的利润空间，

打击其出租的意志，减少市场上的房屋供应[3]。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市场失衡的状态虽然可以满足部分

租户的需要，但长期而言必然会抑制租房市场的发展，无法形成稳定的市场机制。 
与此相反，如果政府完全放开租金限制，采取市场调控的方式，则有可能出现租金过快上涨的情况。

在租房市场供给无法迅速增加的情况下，租金的上涨势必会加重租户的负担，特别是对中低收入家庭造

成影响。这也与政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初衷不符。 
2. 政策短视性与长远目标的忽视 
当前政策在设计时，往往侧重于短期效果，忽视了长远的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目标。这种短视性的

 

 

1第一财经报道《从暴涨到暴跌，韩国楼市“过山车”经历了什么？》https://www.yicai.com/news/101799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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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不仅难以有效解决当前问题，还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长期后果。因此，在制定租金政策时，政府必须

在供给与需求之间达到平衡。既要保障租户免受高昂租金的摧残，又要确保出租方有充足的收益空间并

维持出租意愿。这需要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调节之间寻求折中，既不能以行政手段直接压低租金，也不能

完全放任市场调控。引入市场机制但加强监管，在管制与放开之间寻求平衡，这可能是解决当前租金政

策难题的关键所在。要真正推动租房市场健康发展，政府不应偏废租金管制或市场机制，而是运用双管

齐下的思路加以整合。在政策导向上坚持以改善民生与维护社会公平为目标，在操作手段上则兼采管制

与市场机制，在二者之间积极寻求平衡点[4]。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对市场机制与居民生存状况有深入理解，

在复杂环境中做出恰当的政策判断与选择。 
(三) 市场机制缺陷 
1. 租金管制与市场调节失衡 
租金管制是保障租户权益、防止租金过快上涨的常见政策工具，尤其在保障性租房市场中，租金管

制常被用于防止租金上涨对低收入群体造成负面影响。然而，过度或不当的租金管制往往会导致市场调

节功能的失衡。在现行制度下，租金受到严格管制的房源尽管在短期内能够缓解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租房

压力，但同时也挤压了房东的利润空间，削弱了其继续出租或投资新房源的意愿。租金管制与市场调节

的失衡因此成为租金波动剧烈、市场供需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租金管制导致了租房市场供给的刚性不足。由于租金增长受限，出租方缺乏动力进行房

屋维修或新建房源，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租房市场的供给萎缩[5]。另一方面，需求端的刚性增长并未

得到有效疏导，导致市场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这种供需失衡的情况下，租金在管制放松时会出

现剧烈波动，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不稳定性。此外，由于租金被压低，市场收益预期减弱，社会资本难以

有效进入租房市场，长期来看，保障性租房的供给问题无法得到根本改善。 
2. 社会资本的吸引难题 
保障性租房市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本的广泛参与。有效的社会资本投入不仅可以增加市场活力，

还能通过竞争促进服务质量的提升和成本的控制。然而，现行政策的吸引力不足，使得社会资本难以进

入保障性租房市场，进而导致市场供给长期不足。 
首先，租金管制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租户的利益，但对投资者而言却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

性和风险。一方面，严格的租金管制削弱了投资回报预期，使得社会资本在投入前需重新评估投资收益

和风险，导致投资意愿减弱。另一方面，政策的不稳定性也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例如，租金管制政

策可能在短期内多次调整，影响了市场预期的稳定性和投资的连续性。其次，保障性租房市场的长回收

期特性也是社会资本进入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租房市场的资金回收周期较长，且回报率相对较低，这

与社会资本追求高效回报的特性存在矛盾。投资者在面对需要长期持有才能回本的保障性租房项目时，

通常会选择观望或转向其他收益更高、回收期更短的投资项目。最后，政策支持的不足也使得社会资本

进入保障性租房市场的难度加大。虽然政府推出了一些措施，如税收优惠、补贴等，但这些政策的力度

与效果仍然有限。社会资本在进入市场后，往往面临高额的运营成本和较低的盈利空间，这使得保障性

租房市场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来吸引广泛的社会资本参与。 
(四) 政府角色定位不清  
租房资产回收期长，民间资金难以投入，公共资金投入又恐成本过高。租房资产具有投资回收期长

和收益稳定的特点，这使其难以吸引民间资金大规模投入[6]，而政府资金的投入又面临较高成本的困境。

民间资本总是追求高效与快速回报的投资项目，但租房产业需较长时间才能回收成本与获得合理利润。

这使得民间资金在租房市场的投资存在较大风险，难以形成主流。而政府作为公共资金的管理者，其投

资项目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在居民基本居住需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下，政府应将租房市场作为重点投资领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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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但受财政资金有限和公共资金使用原则的制约，政府对租房市场的投入也难以达到巨大资本需要的

水平。这使得政府虽然重视租房产业发展，但在实践中资金投入却相对受限，供给难以有效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基础产业的投资比重有所下降，这也增加了政府在租房市场发挥投资主

体作用的难度。一方面，政府需要保障更多民生领域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财政资金的使用也面临较

高的标准和要求。这使得政府难以将巨额资金投入租房市场，特别是在租房资产收益率较低的情况下。

具体数据表明，从 1980 年到 1991 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投资比重从 81.9%下降到 65.9% [7]。近年来，

中国实业投资率也持续下滑，反映出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 
在公租房项目建设中，资金短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公租房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专项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住房公积金贷款、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等。然而，这些资金来源虽然多样，但总体上仍不

足以满足公租房建设的巨大需求。地方政府债务的高企进一步加剧了资金压力。根据中国审计署的数据，

截至 2010 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07174.91 亿元。这种债务压力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大规模投入

公租房项目。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租房建设，例如通过土地供给、减免建

设税费、降低融资成本等方式[8]，但这些措施的效果仍然有限。公租房项目的收益水平低、资金沉淀周

期长，使得其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不足。因此，即使政府愿意增加对公租房项目的投资，也面临着资金

使用效率和回报率的双重挑战。总结来看，租房资产的性质决定其难以吸引社会资金，而政府资金的限

制也决定其难以完全替代社会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投资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满足租房市场的发展

需求。如何在不改变租房资产属性的前提下扩大资金投入，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使用政府资金，这成为

当前租房政策面临的重要课题。 
要想切实提高租房供给，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就必须解决资金投入的困境。而解决资金问题，

需要在私人投资与政府支持之间寻求平衡。政府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创新融资模式，以更好地支持公租房

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更多地引导和激励社会资本参与到公租房建设中，以实现资金来源的

多元化和可持续性。鼓励民间资金加入但避免风险过度集中，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但控制投入总额，

这可能需要一套创新性的资金运作机制与模式[9]。这也将是本研究在探讨现行租房政策过程中，需要持

续思考和寻求的方向。立足于民生改善与发展，租房资金问题的解决才能真正推动市场化进程与保障人

民基本居住权益。 

4. 金融、政策、市场与政府角色的综合对策 

(一) 金融风险防范 
近年来，随着我国租房资本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民间资本和金融资金持续涌入租房市场。但相应的

监管措施却未必能完全跟上融资发展的节奏，这也增加了金融风险积聚的可能。一旦出现类似韩国的资

金过度聚集于某一领域或企业的情况，一旦表面繁荣破灭，其危机后果也将是难以估量的。 
因此，加强对租房市场的金融监管，防范资金过度聚集与风险传导，这是维护金融与经济稳定的必

要举措。引导私人资金健康流入但控制风险边界，加强对市场主体的审慎监管，切实规避系统性金融危

机的爆发，这应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责任。放任市场资金过于集中，必将埋下隐患，这不仅影响某一

时期的经济运行，也会动摇社会的稳定基础。要真正推动租房市场健康发展，除了重视市场机制之外，

更要注重对市场的金融监管。坚持立足于改善民生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发挥好政府的监管职能，避

免重蹈覆辙，这需要我们对租房市场的风险有清醒的认知。这也是在探讨现行租房政策过程中应该始终

坚持的价值取向。 
(二) 政策优化与执行改进 
通过系统化和长期性的政策设计，确保房源供给逐步增加，缓解市场供需压力，保障租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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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租房立法与司法解释，明确产权边界，保护租户权益 
想要真正解决租房问题，就需加强对租房市场的引导与监管，特别要重视租户权益的保障。租房立

法与司法解释需要进一步完善，产权边界也需明确，租金水平应在保护租户的同时兼顾房东，引导租房

市场的平稳发展。要真正解决租房难与居住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租房首先是稳定居所的需要，是生

存权益的体现。政策的出发点应立足于满足这一基本需求，确保人人都能拥有安定宜居的居住环境。这

需要在现行租房政策中，进一步加强对租赁合同的规范与执行，防止租户随意被要求搬迁。加强对居住

质量与环境安全的监管，避免在追求低廉租金的同时弱化这一最基本维度。租房政策的目的不在于单纯

发展市场与引入资本，而是要解决居民的生存问题，改善民生福祉。这要求我们持续强调，政策出发点

必须立足于实现公民的基本生存权益。聚焦于租户所面临的实际困境[10]，这可能是理解现行租房政策不

足与完善路径的关键所在。改善居住条件，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探讨租房问题的目的所在。 
要切实保护租户的合法权益，完善租房政策与市场，加强租房立法与司法解释是关键一步。规范的

法律法规可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加强交易安全，引导市场诚信发展[11]。而司法解释的不断深入也可以

适应市场变化，填补立法空白，实质性保护租户权益。首先，应加快专项立法，制定专门的租房法或租

售同权的《租房法》。租房立法应明确租赁双方的权利义务，严格规范房东房屋信息的公示与披露，并

对违法行为设定明确处罚。健全的法律法规可以对市场进行有效规范，减少交易风险，维护各方合法权

益。其次，应进一步加强司法解释与裁判，丰富案例与规范市场准则。随着市场发展，新的交易形式与

纠纷也在不断涌现。此时，司法部门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及时对新情况做出解释，制定市场准则，引导

交易各方行为规范化。在裁判上也应坚持以法律文本为本，兼顾租赁双方实际情况，在处理纠纷的同时

发挥示范作用。再次，应明确产权边界并加强登记管理。现行产权制度应针对租售住房进行重构，明确

业主权与租户权的边界，并依法保护租户权益。同时，应严格管理房屋登记信息，防止出租公寓成为普

通住宅出售，或未办理租赁登记直接进行非法转租等行为。产权清晰与登记规范，是保护租户权益的制

度基础[12]。总之，要实现政策保护租户的目标，必须从制度和机制上加以保障。健全租房立法，加强司

法解释，明确产权边界，这些举措可以在源头上减少纠纷，在发生纠纷时保障权益。此外，信息公开与

交易透明，登记管理严格规范等，也有利于建立诚信租房市场，切实维护多方权益。立足于改善民生与

维护社会公平，所以在提出政策路径时特别强调对租户权益的保护。司法公正与制度健全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基石，这也应成为政府在推进租房市场发展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的方向。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这

是社会进步与人性发展的体现，也是经济法经世济民理念的实现途径。 
综上，现行租房政策与市场机制仍需不断改善，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居住权益。政府需要在

政策导向与监管机制上下功夫，防止市场失序，也避免政策过度短期化。租金与租期也需要在保护弱势

群体的同时兼顾供给侧，引导市场平稳发展。 
2. 对比德国租房租售同权 
对比国外成功的租房政策与经验，也可以为我国租房市场提供有益启示。德国实行的“租售同权”

制度使租房权利得到法律与实际的保护，这值得我国借鉴。在德国，租房权被视为一种近似于所有权的

独立产权形式。租户可就租房签订长期租约，并对所租房屋享有近乎所有权人的使用与处分权。这不仅

鼓励租户长期居住，也使得租房成为人们生活规划的重要选择。首先，租售同权赋予租户长期稳定的居

住权利，这可满足人们的定居需求[13]。长期的租赁期限使租户实质拥有该住房的使用权，这增加了租房

的吸引力，为人们选择租房居住提供安全感。这也为长期稳定的居住权带来良好社会效益，有利于社区

关系发展与社会稳定。其次，租售同权使租房成为重要的居住选择与财富配置方式。租户对所居住房屋

拥有和业主近似的使用与收益权，这增加了租房的价值。人们可以将租房视为一个中长期的生活与财务

规划，因为长期租约带来的租金稳定性，以及使用权的传承与转售等。这使得租房不再是临时选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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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宜居生活的重要手段。再次，租售同权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租房市场与完善的交易规则。长期的租

约使得租房交易更加标准化与系统化，明确的权利使纠纷更易解决，这减少了市场摩擦与交易成本。同

时，这也使得租房资产更易评估与交易，可以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市场，扩大有序的租房供给。 
总之，德国的租售同权制度使租户可以拥有近似产权人的稳定居住与财产权益。而且政府出台政策

限制租金上涨幅度[14]。这不仅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与生活质量，也促进了租房市场的发展与租房产业

的成熟。这种将租房权利提升至产权层面的理念与制度设计，值得我国在完善租房政策与发展租房市场

时借鉴与学习。我们立足于改善民生与发展社会公平，在探讨租房政策路径时，更加关注人们长期稳定

的居住权与生存状态。德国的租售同权制度在这一方面有较好借鉴意义，将租房权利提升至与产权相近

的层面，这可能是实现居民居住权益的有效路径[15]。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也要积极探讨适合我国国

情的租房政策改革方向，这是实现人居环境改善的理论基点所在。 
(三) 市场机制完善 
要想真正缓解租房难与居住压力，除了保护租户权益，更关键的是政府应该扩大房源供给，完善租

房市场的体制机制，而不应只是对现有租房资源的流转进行监管，调整供给结构，引导社会资金进入，

这些才是转变现状、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16]。 
重塑租房制度，这需要在租金政策上寻求平衡，在不过度管制的同时避免高涨；还需要开发新的房

源，增加实质性的供给。只有在管制与放任，需求与供给之间实现均衡，租房政策才能既有成效又可持

续。通过增加供给来平衡需求，这才能在实现市场化的同时保障居民权益，达到普惠民生的目的。首先，

租金政策应在管制与市场之间寻求折中。不应过度行政管制租金，但也不能完全放任以致高涨。例如，

可以实行租金监测与申报制度，在一定幅度内采取市场机制，超过部分才实施调控；或对不同人群实施

差异化租金政策等。在保证居民承受能力的同时，也要确保房东有足够收益空间，以免影响房源供给。

其次，应开发新的房源和扩大供给。除了对现有空置房源实施再利用，也可以激励房地产企业增加租房

建设，通过提供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来增加供给。同时，也可以通过整合现行散户出租资源，发展常

住住房租赁企业，实现规模化租房供应。另外，利用存量工业厂房、商业楼宇等闲置房产，进行改造提

高后变为租赁住房，这也是增加房源的有效方式之一。再次，应发展新的租房形式与模式。除了传统公

租房与普通出租住房，也可以发展社区租赁住房、共享式租赁住房等新形式[17]。这需要政府给予扶持，

并规范其发展。同时，租金价格应鼓励中长期租赁，满足居民对长期稳定居住安排的需求。可发展长期

租赁与短期租赁并存的租房市场，提供居民以租代购的选择。 
总之，扩大房源供给是缓解居住压力的关键所在。这需要在租金政策上寻求恰当平衡，在不过度管

制的前提下控制高涨；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增加房屋供应，并发展多种租房模式满足不同需求[18]。在供需

之间形成动态平衡，既控制价格也增加选择，这可能是实现普惠居住的可持续路径。 
推进居住公平，改善民生福祉，这需要从生存根源着手。而在城市发展与住房供需之间实现协调，

扩大供给来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这是实现宜居家园的基石。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积极探寻实现平衡的方

法，这可能是取得实效的途径所在。政策的出发点是民生，但现行租房政策的弊端使其难以达到预期效

果。重新审视租房体制，找准政府与市场的定位与边界，增强供给的同时严控流通，这可能是实现租房

政策经世济民目标的有效路径[19]。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这才是政策调控的宗旨所在。 
(四) 政府角色再定位 
要真正完善租房政策与市场机制，政府首先需要明确自身在其中的角色定位。政府应该作为监管者

发挥作用，而非直接作为经营者进入市场。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才能集中资源进行宏观

调控与公共服务。首先，政府应退出租房资产的直接运营，转为依法监管市场秩序。政府不应过度介入

资产的买卖与流转，而应专注于制定租赁规则，防范市场失序，维护交易各方的权益。退出直接经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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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政府资源的分散与私有化，更多应用于制定政策、完善法规、扩大公共服务等方面[20]。其次，应

引导并规范民间资本进入租房市场。鼓励社会资金通过各种方式投入租房建设与运营，但同时加强对资

金流入的监管，防范风险过度积聚[21]。政府应加大对民间资本的政策引导，为其进入创造条件，并在市

场运行中发挥监管作用，引导其合理且可持续发展。 
总之，政府应从直接经营者转变为监管者，主要依靠制定政策与监管市场来发挥作用。积极引入市

场机制以激发活力，加强对资金与风险的管控[22]。在政府与市场的定位上达到平衡，这可能是完善我国

租房政策的关键所在。 
立足于改善民生与维护社会公平，同时注重市场活力与经济效率。在租房政策完善的路径上，强调

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不应忽视政府的监管作用。人民利益至上，在规范市场的同时保障公共利益。这需

要政府在政策定制与实施上，站在改善民生的高度，在市场与政府之间达成均衡。 

5. 结语 

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我国保障性租房市场的现状与挑战，明确指出了金融风险、政策执行难题、市场

机制不完善和政府角色定位模糊等问题。研究强调，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居民的居住权益，必须加强

租房政策与市场建设，平衡市场发展与民生需求。通过提出综合性策略，本文旨在促进住房保障的长效

机制，确保居民“住有所居”，推动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尽管本文提供了对当前住房问题的深刻见解

和改进建议，但研究也存在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地区租房市场的差异性，以及更具

体的政策执行效果评估。此外，随着市场环境和政策导向的变化，持续监测和调整租房政策将是必要的。

未来的研究还应关注新兴金融工具和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租房市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以及如何更有效

地整合社会资本以解决住房问题。 
通过本研究，我们认识到租房政策的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政策制定者、市场参与者和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只有不断优化政策，强化监管，平衡市场与民生，我们才能实现居民住房问题的全面解

决，促进社会的长期和谐与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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