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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由于其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和现实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而备受争
议。反观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经过不断完善与发展，在新加坡居民安居乐业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等方面起着巨大作用，对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住房公积金　中央公积金　中新对比　国际经验

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
——结合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分析

吴森宇

一、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
（一）住房公积金发展概况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社会

福利制度中最直接、具体的表现。
配合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
体系，协调发展，共同建立完整的
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与失业、医
疗、养老、生育保险等相比，住房公
积金制度的效果并不理想，其社会
保障制度功能具有局限性。

（二）住房公积金的发展问题
一是制度覆盖面狭窄，强制执

行力度较弱。虽然住房公积金具
有强制性的特点，但由于政府的执
行力度不够，保障对象和保障范围
比较狭窄，以至于大量群体未纳入
保障对象内。二是住房公积金使用
率较低。由于使用率较低，导致大
量资金闲置。三是住房公积金管
理不到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不到
位表现在住房公积金结算较为烦
琐。同时，住房公积金资金实行区
域性封闭式管理，投资手段匮乏。

二、我国住房公积金与新加坡
中央公积金制度比较

（一）覆盖面和保障范围不同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保

障范围较广，覆盖了养老、住房、医
疗、教育等多个方面，具有覆盖面
广、保障程度高的特点。我国住房
公积金制度主要是侧重住房保障
方面，而且覆盖率不高，全国各地
区各省份之间的住房公积金覆盖
不平衡。一、二线城市较高，三、四
线城市低于一、二线城市，有些不
发达地区甚至连一半都不到。

（二）住房公积金的规模不同
中国的住房公积金规模和新

加坡公积金规模的发展现状差异
较大。从总体来看，我国住房公积
金发展处于成长期，新加坡住房公
积金的发展已处于成熟期。我国公
积金规模连续多年快速增长，而新
加坡其覆盖率已经很高，处于相对
稳定的状态。相比之下，新加坡的
房价处于相对稳定的区间内，再配
以适当的公积金制度，使得新加坡
个人购房者的资金压力减小许多。

（三）公积金的管理体制不同
新加坡实行全国统一的中央公

积金管理模式，采取董事会和经营

管理层的模式，董事会能对经营管
理层的活动形成有效制约。而我国
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由于住房公积金
管理委员会非专业机构化、人员非
固定化，使得决策功能逐渐弱化。

三、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对
我国住房公积金发展的启示

（一）提高制度的覆盖率，扩
大住房公积金覆盖面

一是可以借鉴新加坡中央公
积金制度全面覆盖的做法，将更多
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二是加快住
房公积金制度创新，运用经济手段
和法律手段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
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范
围，有效解决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
范围下城镇职工比例过低的问题。
三是扩大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
充分发挥其社会保障作用。所有
患有重大疾病或遇到其他紧急情
况的公积金缴款人的家庭成员，都
可以在自己的账户中提取和使用
公积金。

（二）加大行政推进力度，使
政策措施制度化

公积金管理部要注重公积金
管理的创新，大力拓展服务模式、
手段和渠道，提高人民服务水平。
同时，加强网络信息化建设，进一
步整合业务流程，简化业务流程，
建立更加便捷的网络网点，显著提
高服务效率和质量。住房公积金政
策措施要制度化，落实住房公积金
管理规定，以法律手段大力推行住
房公积金制度。规范公积金管理
流程，建立公积金运行内部监测制
度，对住房公积金进行有效监督管
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三）完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
制度，实现保值增值

我国可以借鉴新加坡实行的
全国统一中央公积金局管理模式，
建立合理的公积金管理机构，采取
多样化的投资策略，适当提高公积
金存款利率，增强公积金的使用效
率等。在保值增值方面，新加坡中
央公积金的每个公积金会员都设
有三个账户：普通账户、保健储蓄
账户和特别账户。普通账户的存
款可用于购买产业、获批准的投资
股票等。此外，会员能够用公积金

存款赚取与市场水平相当的利息。
根据法律规定，公积金管理局将向
会员支付年利率2.5% 的利息费用，
从而确保居民公积金的保值和升
值。结合我国国情，可以实行市场
化、差异化的公积金存款利率，对
于不符合公积金支取条件且公积
金余额在一定金额以下的群体，应
给予额外的利息补贴以保持和增
加其公积金的价值。

（四）加强风险防控和资金监
管，确保资金安全

一方面是加强信息公开，由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统一的信
息披露平台，及时公开公积金政
策、公积金运行情况、年度报告等
信息，强化在线服务水平，主动接
受社会公众监督。另一方面，公积
金管理部门应加强和完善中心内
部管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资金风
险预警机制。各级政府和人民群
众需要共同努力，逐步完善住房公
积金制度，提高风险防控能力，住
房公积金必将发挥其最大的社会
保障功能。

（五）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
数和比例，缩小缴费差距

逐步规范住房公积金基数比
例，缩小缴存差距，严格按照国家
的“控高保低”的政策规定，缩小
社会的整体差距水平。同时，我们
可以借鉴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
阶梯式缴存的支付方式，建立公积
金缴存比例与年龄挂钩的机制。
我国购房需求主要集中于中青年
阶段，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
例随着年龄增加而适当下降。根
据我国国情，对缴存基数设置极
值，最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最高不得超过当地城镇职工年
均收入的一定倍数，防止收入分配
不公。

（作者单位为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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