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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小区基本标准

专家认为，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宜居小区要以人为本，体现舒
适、健康、安全、环保、人文的原则。 重点表现在以下十项内容：

1.

区域地段：站在宜居的角度看，好地段并不等同于公认的
黄金地段，也未必就是中心城区或繁华路段。 它不仅与环境、交
通、配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与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和社
交密切相关。

2.

交通：交通对于宜居小区很重要。近年，城市交通干线的普
遍贯通，将景色宜人的城郊社区与城市的繁华喧嚣连成一线，激
活了城市周边板块，使得不少楼盘升值很快，并更加适宜居住。

专家指出，距离交通干道以
150

米
－300

米为宜，既有利于出行，

又避免了噪声的干扰。

3.

生活配套：人类文明的进步使我们的生活层次逐步提高，

老百姓的生活也不再满足于过去的柴、米、油、盐。他们有在家门
口就能够欣赏到文化演出的愿望，有参与多种体育健身的热情，

金融理财、电视通信网路更是现代人“过日子”不可或缺的要素。

4.

社区规划：相对总体性和战略性很强的城市规划，小区规
划则更多关注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作为开发者，做好社
区规划，整合好园林、会所、商业和教育等要素，不仅是一个技术
问题，更是一种责任。

5.

户型：真正的好户型是那种从住户的实际生活出发，将舒
适与实用把握得恰到好处的住房。户型的好坏不在面积的大小，

有些大户型由于设计不合理，造成局部有浪费空间的现象，反而
降低居住品质。

6.

园林景观： “宜居”时代的园林景观首先是适宜居住的，评
判元素不外乎绿地率、树化率、水系、细节小品、道路、建筑物、尺
度、环保、经济、风格个性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等。只有使诸多评判
元素和谐共存，让疲劳和压力在不知不觉中获得疏解，“小桥、流
水、人家”的组合才能达到“宜居”的完美境界。

7.

物业管理：物业管理包括社区的治安、绿化、保洁、家政、房
屋及机电设备维修保养等方方面面的事情， 涉及社区生活的各
个层面、各个角落，影响可谓无处不在。

8.

科技应用：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中水、太阳能、保温、隔热、

新风、 低辐射玻璃等一系列专业名词不经意间走进了我们的生
活。 如今，精明的买房人在购买房子或做内饰装修的时候，也大
多会向售楼人员和装修师傅问一问环保、节能、安全等方面的事
情。安全设施、智能系统、噪声处理、垃圾回收利用……一系列的
琐碎事情，几乎没有哪一点不和我们居住的舒适度、可持续性联
系起来。

9.

人文氛围：人文氛围乃是社区生活真正的底色，但是和谐
的人文环境不是说有就有的， 需要优秀的物业公司以及全体业
主共同努力，营造一种和睦的邻里关系，使小区有良好的生活氛
围，让人们居住其中感觉心情非常愉快、生活非常美好。

10.

建筑外观：在居住的审美对象中，建筑外观无疑是最核心
的部分之一。 社区建筑的材质、色彩搭配、形状、风格个性，甚至
天际线等种种因素都是影响建筑外观的因素。 （综合）

谁是最好“宜居小区”，让市民评说

本报从即日起至3月15日，在中心城区开展“谁是最好‘宜居小区’，让市民评说”活动
信阳消息（记者张晗）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住房的要求已经不是单纯
的满足于住得宽敞、交通便利，而是更加关注宜居环境。

为了让广大市民了解什么是“宜居小区？ ”“宜居小区”究
竟有哪些具体标准？谁是最好“宜居小区？”本报从即日起
至

3

月
15

日，在市中心城区开展“谁是最好‘宜居小区’，

让市民评说”活动，旨在通过此次活动，让广大
市民真正了解“宜居小区”的内涵。

自从有了宜居城市概念后， 住宅小区也开
始有了宜居的观念。那么什么是宜居小区？有关
专家给宜居小区下过一个罗列式定义： 它是关
于小区舒适、安全、经济和关爱的质量表述，表

现为居民对他们小区的社会和环境质量
的感受， 包括几个方面———安全和健康，

包括交通安全、 人身安全和公共健康；环
境条件———包括清洁、安
静、空气清新和水流清澈；

社会交往质量———包括邻
里和谐、公平交流、相互尊
重、 小区特性和对小区的
自豪感； 享受休闲娱良好
的居住环境是每个人生活

的基本条件和事业发展的基础。归根结底，宜居小区最核
心的还应该是“人”，是让居住在其中的人能够乐在其中，

让住户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安全感的家园。 宜居要以人的社
会需求为目标，考虑“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的各个
因素，兼顾住房品质、公共设施等硬环境和家庭氛围、邻
里质量、人际关系等软环境的建设。 打造适宜人居住的、

和谐的现代化小区需要公众的参与、 物业的努力和政府
的扶助。

谁是最好宜居小区，消费者最有发言权。 为此，本报
将组织有关专家，及普通消费者一起，分别走访市区居民
小区，并通过专家及市民评议，最后，在本报公布前六名
最宜居小区。

商品房销售降温土地价格却攀升
开发商拿地为何仍热情高涨

新年伊始，很多城市商品房销售有所降温，然而，土地
价格却持续攀升，开发商拿地热情有增无减，多地出现“地
王”。地价高企，未来房价下跌似乎变得渺茫。专家指出，高
地价背后的主要推手是土地财政，从中长期看，要从改革
财税制度来解决。

“面粉贵过面包”

2014

年开始，多地商品房销售量相应下降。 据有关统
计，

1

月上旬， 北京区域新增出售房源挂牌量比上月同期
降低了

12%

。 不仅一线城市， 其他部分城市楼市销售也有减
缓。有信息显示，

2014

年的前
12

天中，全国主要的
54

个重点城
市新房销售下降，相比

2013

年
12

月初环比下降
20%

。

销售虽有点冷，但地产商拿地的热情丝毫未减，不断
拍出地价新高，出现了“面粉贵过面包”现象。

1

月
20

日，

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宣布，其门头沟新城
MC16-073

地块经公开招标，最终由
3

家公司联合体以
58.66

亿元获
得， 北京历史上新的总价“地王” 由此产生， 溢价率近
50%

。 最近，上海锦绣投资以
490%

的溢价率、

1.5

万元
/

平
方米的楼板价，令自贸区概念下的上海临港新城土地市场
价格猛涨。

1

月
9

日，合肥市在马年首拍中，拍出了
2370

万
/

亩的地王价格。

统计显示，

1

月份， 京沪杭三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超过
千亿元，仅北京一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就超过了去年同期
的

7

倍。 有业内人士预计，部分地区地价年内将翻番。

显然，高地价意味着将进一步推高房价，人们期盼已
久的房价下跌又要化为泡影了。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
张大伟分析指出，如果全国主要城市出现的地王要达到正
常的赢利，市场售价需要在一年内再涨

50%

，否则地王入
市的风险将非常大。

土地财政是推手
最近商品房销售降温有节假日原因，还有一部分人在

观望房价未来走势。 “长期高企的房价让普通百姓没有能
力购买， 这部分刚需被挤出市场也是销售下降的一个原
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张茉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地价走高并非新近之事。国土资源部近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

2013

年中国
105

个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持
续上涨。 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金额达

4.1

万亿元，刷新了
2011

年土地出让金收入
3.15

万亿元的历史高位。

地价持续攀升有多方面原因。业内人士分析，一、二线
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短期内土地供应总量仍然偏少，市场
供求关系仍较为紧张。 因一、二线城市具有比较好的市场
成长空间，有实力的房企则不遗余力拿地。

固然开发商不惜高价拿地炒高了地价，但高地价的根
源还在于土地财政。 众所周知，土地出让金在地方财政收
入中占比很高，土地财政成为高房价一个重要推手。 有统
计显示，

10

年前地价在整个房价中大概只占
20%

，近年则
上升到

60%

甚至更高。

近来推高地价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张茉楠说，很多
地方债务偿还期限逼近，政府还债压力大，卖地能获得很
大一笔收入以缓解债务压力。 还有些地方经济下行压力
大，财政收入从实体经济获取的份额不多，只有卖地了。

改变依赖土地收入模式
要让房子降价，重要的一条是把土地价格降下来。 可

在短期内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易事。“从中长期看，要通过财
税制度改革来解决，但短期内很难改变现状。” 张茉楠说。

张茉楠认为，房地产问题是中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
结果，长年积累的矛盾积重难返，短时间内靠一两项政策
解决，就又回到行政主导市场的老路子上了。 而用市场的办法
解决，则需要较长时间。

2014

年房产税有可能再提上议事日程，

但开始时主要在面上推广， 房产税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不会
高，所以，短期内卖地还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

要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财政部财政科
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关键是完善地方税体系。 他说，

营改增之后就面临着需要调整地方税的配置。 合并一些地方零
碎的小税种，把现在属于中央的有些税种配置为地方税。

中国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建议， 开征财产税，

包括房产税和遗产税，让地方政府主要的财力来源支柱由
财产税构成

(50%

以上
)

；把过去直接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
模式转变为由市场化土地流转的监督管理和配套支持。

(

据《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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