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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08年我国开始以加大基建投入来缓解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我国政府对房地产发展的重视又大

力提高。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为流入城镇居民提供住宅是影响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重要因素，文章

以重庆市2008~2020年重庆市统计年鉴和国家有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展开实证分析，以政策工具视角

的维度构建相关的影响因素指标，简单分析影响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的因素，为今后重庆市政府高效发

展住宅建设，保障城镇化居民基本居住权利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 

政策工具，城镇住宅，影响因素，重庆市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Housing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Taking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Bingqi Wan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Sep. 13th, 2023; accepted: Nov. 13th, 2023; published: Nov. 22nd, 2023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88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881
https://www.hanspub.org/


王炳淇 
 

 

DOI: 10.12677/ass.2023.1211881 6433 社会科学前沿 
 

 
 

Abstract 
Since 2008, China began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subprime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
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providing housing 
for urban resident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ongqing Statistical Yearbook from 2008 to 
2020 and the official data releas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constructs relevant in-
fluencing factor indica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urban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Chongqing, and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by Chongqing government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basic housing rights of urbanization residen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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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重庆作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牵头城市，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就业机会多，人口密度大，公共

基础设施较完善。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目标的实现必然伴随着许多乡村人口向城市迁徙，

尤其是像重庆这样的大城市亦是如此。为了更好地保障居民的基本居住权益，政府急需加大力度提升城

镇住宅的供给水平。数据表明，这些优势使得重庆逐渐成为西部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而想要

吸引并留下更多的人口流向重庆市发展，城镇住宅建设必须与人口数量相匹配，而城镇住宅建设离不开

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组合能够加快城镇住宅的建设，才能为重庆市吸引人口提供强

大的后勤保障。 
本文主要探索重庆市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供给对其城镇住宅市场发展的影响，因此不考虑房地产市

场内部的相关指标如住宅商品房均价、住宅竣工面积、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以及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

费水平等相关指标对住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的影响。 

2. 理论基础 

政策工具又被称为政府的管理工具，政府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时大多采用政策命令。当前学者们对政

策工具含义的理解有许多，本文采用政策工具是解决公共问题的方法这一含义理解，其中萨拉蒙(2002)
认为，政府工具是具体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组织集体行动和解决公共问题[1]。陈振明(2004)认为

政策工具是人们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2]。 
而政府工具的选择应用和组合是政府工具研究最基本的主题和归宿[3]。政策工具选择受多种要素的

约束，其中不仅有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自身的特性等客观条件，还有社会文化、选择者偏好等主观要素

的影响。陶学荣认为政策工具选择要结合自身特点、政策目标、政策环境、政策主体和客体等要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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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理性过程[4]。本文立足于城镇住房建设相关政策的特点，参考 Rothwell R 和 Zegveld W 的方法[5]
对城镇住房政策使用的工具进行分类(见表 1)。 
 
Table 1. Urban housing construction policy tools classification 
表 1. 城镇住房建设政策工具分类 

政策工具分类 

供给型 

土地支持 

资金支持 

信息支持 

人员支持 

需求型 
财政补贴 

政府采购 

环境型 
金融支持 

配套支持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8~2018 年有关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数据，本文样本数据采集来自国家统计局和重庆市

统计年鉴，部分数据通过手工计算整理取得。数据处理和实证过程通过 Excel 和 Stata 17 完成。 

3.2. 影响因素指标构建 

根据上述城镇住宅建设政策工具分类和各类官网可获取数据，本文构建的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影响

因素指标体系如下(见表 2)。 
 
Table 2. The index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Chongqing 
表 2. 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指标选取 

TD 土地支持 住宅建设用地面积供应 

ZJ 资金支持 财政支出中用于住宅开发建设的支出(财政收入) 

XX 信息支持 用于房地产开发、交易等各环节搭建的信息平台 

RY 人员支持 从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员工数量 

BT 财政补贴 政府财政用于保障城镇居民住房消费的支出 

JR 金融支持 金融行业各企业投资住宅建设的贷款金额 

PT 配套支持 政府用于公共事业建设的财政支出 

RK 城镇常住人口 前往重庆市定居的城镇常住人口 

GDP 地区生产总值 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JS 住宅建设情况 住宅开发完成投资额 
 

其中，土地支持即重庆市城市建设规划中建设用地用于住宅建设的土地面积，选用统计年鉴中的建

设用地面积指标；资金支持即财政支出中用于住宅开发建设的支出，保障性住宅作为城镇住宅的一部分，

由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部分资金会用于保障性住房的支出，且财政收入水平反映了政府能够为保障性住

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的力度大小，因此选用统计年鉴中的一般预算财政收入；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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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业务是住宅类房屋的建设，且并没有单独的统计指标为住宅建设的信息支持和人员支持，因此信

息支持指用于房地产开发、交易等各环节搭建的信息平台；人员支持是指从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员工数

量，选用统计年鉴中的房地产开发从业人员指标；财政补贴是指保障城镇居民住房消费的支出，选用统

计年鉴中财政支持中的住房保障支出指标；金融支持是指金融行业各企业投资住宅建设的贷款金额，选

用统计年鉴中的住房开发贷款指标；配套支持是指政府用于公共事业建设的财政支出，选用统计年鉴中

的公共事业支出；人口流入是指外来人口流入重庆市定居的人口，选用城镇人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反

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地区生产总值越高反映其为住宅建设提供资金的能力越强。以上因素共

同作用影响重庆市住宅建设的成果，选用统计年鉴中的住宅开发投资额反映各个指标对结果的影响程度。 

3.3. 实证分析 

3.3.1. 灰色关联度分析 
首先对数据做去量纲化处理，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公式，取 rho = 0.5，对每个变量求均值，得出各

变量的灰色关联度，结果如下(见表 3)。 
 
Table 3. Grey relational degree matrix (rho = 0.5) 
表 3. 灰色关联度矩阵(rho = 0.5) 

年份 TD ZJ XX RY BT JR PT RK GDP 

2008 0.44584
9147 

0.91706
8228 

0.558201
055 

0.41817
4891 

0.916768
308 

0.989301
583 

0.811795
983 

0.477527
781 

0.8219582
17 

2009 0.46676
8019 

0.99250
0209 

0.536015
299 

0.44529
3766 

0.960271
818 

0.919907
259 1 0.505780

126 
0.8738056

71 

2010 0.53689
2846 

0.93220
5575 

0.492775
445 

0.53128
6055 

0.647952
205 

0.935218
422 

0.779021
548 

0.584534
917 

0.9739760
19 

2011 0.60678
0074 

0.70888
7769 

0.591587
56 

0.59158
2372 

0.349696
585 

0.925333
975 

0.711445
3 

0.694252
365 

0.9691226
7 

2012 0.86170
058 

0.71244
6321 

0.906047
467 

0.78615
1325 

0.333987
482 

0.997717
68 

0.623389
82 

0.815133
729 

0.9019041
16 

2013 0.91708
9163 

0.98326
2059 

0.983763
567 

0.99307
3991 

0.639253
644 

0.938102
859 

0.463703
892 

0.948528
215 

0.7921649
2 

2014 0.69857
9787 

0.89196
0573 

0.999946
106 

0.70243
4595 

0.435690
539 

0.828833
966 

0.687523
124 

0.701767
896 

0.6812870
92 

2015 0.77901
8167 

0.79661
1952 

0.801575
007 

0.74719
2195 

0.569288
226 

0.865741
665 

0.830151
761 

0.786691
295 

0.8447907
13 

2016 0.84036
5571 

0.69856
4085 

0.769585
41 

0.83955
6554 

0.840286
53 

0.704550
068 

0.678083
495 

0.918190
59 

0.8377327
98 

2017 0.65861
119 

0.89386
0641 

0.747016
11 

0.70532
7484 

0.696750
717 

0.526905
679 

0.587196
927 

0.745199
031 

0.8615016
33 

2018 0.56287
6976 

0.78175
5755 

0.662673
597 

0.53167
5157 

0.613544
852 

0.919709
955 

0.800436
4 

0.594386
918 

0.9786454
3 

2019 0.51546
4762 

0.58361
3237 

0.420446
032 

0.46488
112 

0.541707
874 

0.587082
459 

0.988447
442 

0.538959
48 

0.9762324
72 

2020 0.54942
1103 

0.58698
9087 

0.457881
113 

0.48401
6862 

0.726996
173 

0.588123
517 

0.902094
129 

0.580012
481 

0.764623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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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mean 
表 4. 灰色关联度均值 

变量 TD ZJ XX RY BT JR PT RK GDP 

关联度

排名 

0.64918
5953 

0.8061
3273 

0.68673
1828 

0.633895
874 

0.636322
689 

0.825117
622 

0.758714
602 

0.683920
371 

0.867518
858 

7 3 5 9 8 2 4 6 1 
 

根据灰色关联度分析，得出结果：地区生产总值排名第一、金融机构用于房地产开发的贷款额度排

名第二、财政收入排名第三、公共事业的财政支出排名第四、用于房地产开发、交易等各环节搭建的信

息平台排名第五、城镇人口排名第六、建设用地面积排名第七、保障性住房财政补贴排名第八、房地产

开发从业人员排名第九。 
由实证结果可知(表 4)，所有指标的相关系数均在 0.6 以上，说明各项指标均是影响重庆市城镇住房

供给的主要因素。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反映了地方政府未来可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是否充足，体现了该地

区政府用于城镇住宅建设及相关配套措施的资金供给能力，因此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性最强。金融机构

用于房地产开发的贷款额度反映了重庆市城镇住房需求的大小，间接影响了重庆市对城镇住宅建设的供

给，因此金融贷款额度与重庆市城镇住宅供给间有很强的关联性。财政收入反映了政府可用于居民居住

权保障的资金是否充足，体现了该地区城镇住宅供给能力，因此财政收入与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具有很

强的关联性。政府公共事业的财政支持影响了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而影响居民购买城镇住宅的

需求，从而调节着城镇住宅建设。房地产开发和交易等信心平台和从业人员的建设状况间接影响着城镇

住宅建设的效率和质量问题，从而影响城镇住宅建设。城镇人口的增长和保障性住宅的财政补贴刺激了

居民对城镇住宅的需求，调节着房地产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而影响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 

3.3.2. 皮尔逊相关分析 
由于灰色关联度分析的关联度反映的是一个绝对值，只能描述各个影响因素对于研究主体的关联程

度，并不能描述各个因素所产生的正向或负向影响，皮尔逊相关分析与灰色关联度分析属于两个不同维

度的方法，更能直观的反映各个变量与城镇住宅完成投资额的正负相关性。因此选择将九个影响因素与

城镇住宅完成投资额进行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如表 5)。 
 
Table 5. Model variable 
表 5. 模型变量 

variables name 

TD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ZJ 一般预算财政收入(亿元) 

XX 房地产相关信息平台(个) 

RY 房地产相关从业人员(个) 

BT 保障性住房财政补贴(亿元) 

JR 房地产开发贷款金额(亿元) 

PT 公共事业财政支出(万元) 

RK 城镇人口(万人) 

GDP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WCE 城镇住宅开发完成额度(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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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指数增长带来的各种程度上的问题，选择将变量数据取对数并给出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6)。 
 
Table 6. Logarithm of data 
表 6. 数据取对数 

Variable N Mean SD Max Min p1 p99 

lnTD 13 5.989 0.106 6.160 5.823 5.823 6.160 

lnZJ 13 7.353 0.477 7.726 6.359 6.359 7.726 

lnXX 13 9.186 0.188 9.435 8.764 8.764 9.435 

lnRY 13 11.46 0.0640 11.54 11.36 11.36 11.54 

lnBT 13 13.74 0.556 14.39 12.51 12.51 14.39 

lnJR 13 6.803 0.552 7.561 5.744 5.744 7.561 

lnPT 13 14.41 0.661 15.04 12.95 12.95 15.04 

lnRK 13 7.498 0.151 7.709 7.258 7.258 7.709 

lnGDP 13 9.515 0.479 10.13 8.683 8.683 10.13 

lnWCE 13 16.73 0.536 17.30 15.64 15.64 17.30 
 

从表 6 中的数据可知，各变量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异不大，进行皮尔逊相关性检验结果如下(见
表 7)： 
 
Table 7. Pearson correlation test 
表 7. 皮尔逊相关性检验 

 (1) (2) (3) (4) (5) (6) (7) (8) (9) (10) 

(1) TD           

(2) ZJ 0.80***          

(3) XX 0.66** 0.83***         

(4) RY 0.93*** 0.85*** 0.67**        

(5) BT 0.63** 0.76*** 0.54** 0.62**       

(6) JR 0.91*** 0.89*** 0.72*** 0.83*** 0.69***      

(7) PT 0.91*** 0.88*** 0.83*** 0.90*** 0.73*** 0.85***     

(8) RK 0.96*** 0.89*** 0.68** 0.95*** 0.65** 0.94*** 0.90***    

(9) GDP 0.94*** 0.93*** 0.72*** 0.94*** 0.69*** 0.95*** 0.91*** 0.99***   

(10) WCE 0.89*** 0.97*** 0.80*** 0.89*** 0.71*** 0.96*** 0.90*** 0.95*** 0.98***  

Lower-triangular cells report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upper-triangular cells are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p 
< 0.01，**p < 0.05，*p < 0.1。 
 

从表 7 中看出，除了 BT 的相关系数小于 0.8，其余相关系数均大于 0.8，说明大概率会出现共线性

的情况，使估计结果的方差剧烈扩大，从而影响回归结果。 

3.3.3. 回归分析 
从表 7 得出的结果中发现可能会有共线性的情况，因此做个回归分析。构建回归分析模型： 

0 1 2 3 4 5 6ln i i i i i i i iWCE ZJ XX RY BT JR PT u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线性回归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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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Linear regression 
表 8. 线性回归 

lnWCE Coef. St.Err. t P > |t| [95% conf. interval] sig 

lnTD           −1.553688 0.4415965 −3.52 0.039 −2.959045   −0.1483311 ** 

lnZJ                −0.5263818 0.1440433 −3.65 0.035 −0.9847919   −0.0679717 ** 

lnXX                0.1431023 0.0935983 1.53 0.224 −0.1547692   0.4409738  

lnRY                1.304728 0.4988367 2.62 0.079 −0.2827926   2.89225 * 

lnBT                  −0.0494607 0.0220407 −2.24 0.111 −0.1196039   0.0206825  

lnJR                 0.4034744 0.0707505 5.7 0.011 0.1783148   0.6286341 ** 

lnPT              0.1158218 0.0493201 2.35 0.100  −0.0411368    0.2727805  

lnRK         −9.293926 1.617007 −5.75 0.010  −14.43996   −4.147888 *** 

lnGDP                  4.064602 0.6258696 6.49 0.007 2.072805    6.056399 *** 

_cons                     40.9256 7.840081 5.22 0.014 15.97496    65.87623 ** 

R−squared       0.9997 Number of obs    13  

Prob > F        0.000 Root MSE        0.01975  
***p < 0.01，**p < 0.05，*p < 0.1。 
 

通过 Stata 计量工具，得到回归分析结果表 8，从表格中可以发现信息支持的 p 值为 0.224，财政补

贴的 p 值为 0.111，配套设施的 p 值为 0.1000，p 值过大，并且整体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并不理想，于是认

为方差的扩大是由共线性导致的——事实上这类时间序列的数据非常容易产生类似的共线性，因此我们

进一步得出方差膨胀因子(vif)。 
 
Table 9.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表 9. 方差膨胀因子 

Variable VIF 1/VIF 

lnGDP 2758.25 0.000363 

lnRK 1822.32 0.000549 

lnZJ 145.41 0.006877 

lnTD 67.35 0.014848 

lnJR 46.93 0.021309 

lnPT 32.72 0.030559 

lnRY 30.93 0.032327 

lnXX 9.54 0.104857 

lnBT 4.62 0.216557 
 

正常来说，vif 应该在 10 以下，但是根据表 9 数据可以看到此次整体回归分析各变量的 vif 异常巨大，

因此存在共线性。应对共线性一般采用较多的是手动移除共线性的自变量、逐步回归法、和增加样本容

量，本文不适合采用增加样本容量法，由于共线性大多数作用于系数的标准差，并且对自变量系数本身

的影响较小，基于此本文选取分布回归法来解决共线性问题，通过分步回归法去掉不显著的变量，这样

被剔除的变量无论是出于共线性还是本身就不显著，都去掉即可，而如果受到了共线性的影响仍然显著，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结果本来就是稳健的。从表 9 可以看出信息支持的 p 值为 0.224，p 值过大，因此剔除

这项变量。分布回归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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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Distribution regression 
表 10. 分布回归 

lnWCE Coef. St.Err. t P > |t| [95% conf. interval] sig 

lnTD             −1.655493 0.5042798 −3.28 0.03 −3.055599    −0.255388 ** 

lnZJ               −.5149399 0.1661676 −3.1 0.036 −0.9762952   −0.0535845 ** 

lnRY                  1.419982 0.5696162 2.49 0.067 −0.1615263     3.00149 * 

lnBT                 −0.0705396 0.0198643 −3.55 0.024 −0.1256917   −0.0153875 ** 

lnJR                    0.4411193 0.0766189 5.76 0.005 0.2283912    0.6538475 *** 

lnPT                  0.1663977 0.0422571 3.94 0.017 0.0490733    0.2837222 ** 

lnRK                 −9.813111 1.82624 −5.37 0.006 −14.88357   −4.742656 *** 

lnGDP                 4.175798 0.7180785 5.82 0.004 2.182092    6.169503 *** 

_cons                  43.58492 8.830816 4.94 0.008 19.06664    68.10319 *** 

R−squared       0.9994 Number of obs    13  

Prob > F        0.000 Root MSE        0.02282  
***p < 0.01，**p < 0.05，*p < 0.1。 
 

从表 10 中看出，当信息支持变量被剔除后，整体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大大加强。 

4. 研究结论和启示 

4.1. 结论 

根据文章第二部分的回归分析和分布回归的实证分析结果得知，本文构建的影响指标体系中除了信

息支持与最后城镇住宅建设的关联性不强外，其他的指标例如土地支持、资金支持、人员支持、财政补

贴、金融支持、公共事业建设财政补贴、城镇人口、地区生产总值是共同影响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的主

要因素。 
第一，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与城镇住宅开发完成投资额之间存在相关性。 
由实证分析可知，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与重庆市城镇住宅开发投资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地区生

产总值越高，越有利于城镇住宅的建设。这是因为地区生产总值越高，地方政府能够提供给房地产市场

的房地产企业和住宅消费者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资本量越多，能够刺激更多市场主体参与进住宅市场的

供需两侧中，从而促进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 
第二，重庆市房地产开发贷款金额与城镇住宅开发完成投资额之间存在相关性。 
由实证分析可知，重庆市房地产开发贷款金额与城镇住宅开发投资额之间存在正相关性。金融机构

对房地产开发贷款额度越高，越有利于城镇住宅建设。这是因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地方金融机构

能够提供的资金越多，越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主体进行城镇住宅建设的经营活动，从而促进重庆市

城镇住宅建设。 
第三，重庆市城镇人口与城镇住宅开发完成投资额之间存在相关性。 
由实证分析可知，重庆市城镇人口与城镇住宅开发投资额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地区城镇人口越多，

越不利于城镇住宅建设。这是由于当城镇住宅市场的需求量明显大于供给量，城镇住宅的建设企业大多

有逐利性，为了追求资本的最大化，导致最后许多企业提供的劣质住宅甚至是许多烂尾楼，让居民钱房

两空，不利于后续重庆市的城镇住宅建设的良性发展。 
第四，重庆市建设用地面积与城镇住宅开发完成投资额之间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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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实证分析可知，重庆市建设用地与城镇住宅开发投资额之间存在负相关性。重庆市建设用地面积

供给越多，越不利于城镇住宅建设。这是由于大量的土地用于建设城镇住宅，一方面可以缓解流入城镇

人口的住宅问题，但过多的土地用于住宅建设，会挤压学校、医院、公园、大型购物商圈等其他配套公

共设施的建设面积，不利于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的持续发展。 
第五，一般预算收入与城镇住宅开发完成投资额之间存在相关性。 
由实证分析可知，重庆市一般预算收入与城镇住宅开发完成投资额之间存在负相关性。由于我国特

有的“土地财政”现象，如果地区预算收入越高，意味着当地政府从拍卖土地这一环节获取了高额的收

入，相应的增加了城镇住宅供给主体的开发成本，不利于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的后续发展。 
第六，重庆市保障性住房补贴额度与城镇住宅开发完成投资额之间存在相关性。 
由实证分析可知，重庆市保障性住房补贴额度与城镇住宅开发完成投资额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如果

政府对住房市场的补贴集中于保障性住房市场，那么商品房市场的潜在需求者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利

润也会随之减少，这将不利于城镇住宅内部市场的平衡发展。 
第七，重庆市公共事业财政支出与城镇住宅开发完成投资额之间存在相关性。 
由实证分析可知，重庆市公共事业财政支出与城镇住宅开发完成投资额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一个地

区对水、电、气等基础公共设施支出额度越高，城市更宜居，更有利于留下外来流入人口，利于重庆市

城镇住宅建设。 
第八，重庆市房地产相关从业人员与城镇住宅开发完成投资额之间存在相关性。 
由实证分析可知，重庆市房地产相关从业人员与城镇住宅开发完成投资额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一个

地区房地产市场的从业人员越多，住宅施工人员利于加快城镇住宅的供给速度，中介服务人员利于加快

房地产市场的资源要素流动，最终促进重庆市的城镇住宅建设。 

4.2. 启示 

从上述实证结果可知，在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1) 创新企业多元的融资渠道 
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的金融支持对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有明显的正相关性，这启示政府除了可以降低

企业拿地成本、贷款优惠和财政补贴等小额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举措外，还可以为企业提供大额资金筹

集渠道，特别是对于当今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来说，一方面政府要加大与金融机构的联系，与信托、保

险机构等合作搭建信托基金平台，吸引更多居民个人资金、民营资金和信托资金等民间社会资本参与到

城镇住宅的建设中。在拓宽多元融资渠道的同时，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要建立科学的风险预警评估机

制。 
2) 加大配套设施的投资，提高居民的宜居感 
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的配套支持对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有明显的正相关性，这启示政府除了需要关注

供给端的问题，还需要兼顾需求者的多元价值追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居民对文化生活、

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如果只是提供住宅，周围其他配套设施没有跟上，居民也会对该

城市建设和政府失望。政府应该统揽全局，规划好住宅片区间的密度、周围医院、学校、公园、商圈与

各个住宅区的距离，对距离远的区域要及时做好交通设施的建设规划。 
3)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供给型中的资金支持和土地支持对重庆市城镇住宅建设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这启示政府需要优化房

地产市场的相关税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靠土地交易，导致企业的拿地成本增加，从而促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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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偏好追逐利益而没有兼顾社会利益，更多的建设商品房忽视保障性住房建设，一方面过高的商品房导

致部分居民买不起住宅，而劣质的保障性住房也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居住体验感；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土

地的财政将会诱导一些官员腐败从而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官商利益过度捆绑如果后续房地产市场崩

盘也会挫伤当地经济建设。因此政府应该考虑改革房地产税制，从供需两侧调控相关主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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