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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住哪儿？》

内容概要

在西北欧和其他英语国家等具有代表性的较老的工业化国家，由于政府房屋所有权政策，按揭贷款的
自由化使房价暴涨。同时，当越来越多的人们被推向购房、欠债时候，经济适用房却被追逐私有化的
热情摧毁了，也为融资发展开辟了途径。长时间的房产蓬勃发展有力地证明了现有贫富差距的扩大化
。房屋价格下降可以影响所有错误判断市场的投资者们。人们陷于难以控制的债务，或者被房东逐出
因为需要卖房。他们被迫参与解除管制的租赁市场的竞争中。对于全世界数百万计的家庭来说，他们
的最大问题是住房危机感，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倡导之下的最底层的人民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尽
管次贷危机和随后的信贷危机已经证实了在更广泛的经济中房子的重要性，人们是否应该知道一些更
深刻的潜在的内容？本书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深入剖析，对中国的住房问题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在越
来越多的人为了还房贷或积蓄存款而积头烂额的时候，这本书的出现势必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人
人必读，争相传看的热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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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何时才没有社会这个东西　　第一章 如果没有公共住房，那么我们就得创造它　　迈
帕斯对最近住房政策的变化持否定态度。但是，强调资本主义继续性的论断，被故意去政治化的政策
争论取代。去政治化作为新自由主义的象征和工具由来已久。1976年，左翼社团发展计划发布公共住
房报告警告，反对当时的传统观点——住房政策是行政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他们将“工人阶级为建
立使人人都有权利得到的合理价格的体面住房的社会形态所做的政治斗争”与“不遗余力地发展市政
住房，并将其限制在特定的供给空间，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尝试创造另一个更贴近他们利益的选择
”的政治权利相比较。　　意识形态的斗争，当然不是简单地呈现出党派的不同。说到住房问题，在
工党内部，已经发生许多大的争论。更激进的提议从未变成政策，包括建筑业的公共所有权（1944年
由政党会议支持的）、市政化私有房租（1949年提出，后作为一项政策被采用）。在国家福利意见一
致的时期，保守党政府试图模糊公共住房和私人住房之间的差别。他们通过增加房租和使议会从开放
市场借贷（这种做法带给他们的是难以支付的沉重的利息）来使市政住房和市场连结得更紧密。20世
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工党政府，并没有刻意实施政策让市政住房变成更具有吸引力的选择。然而，由
于预算的压力默许了这方面的失败。其中最重要的是，全体选民中有一大部分，包括一大部分富裕的
工薪家庭，从保守党孕育私有化前的私人所有制中获利。它已成为工党领袖采取的受房主青睐的权宜
之计。　　近三十年来，随着市政住房数量的增加，在1979年达到顶峰时占英国房屋储备三分之一的
份额。后来，政府逐步认识到，两党政府有很多人在房屋所有权居住年限内不能付清房款。着重点和
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同水平。但是，保守党和工党政府都开始认为，拥有住房所有权为某种“正常
”和“自然”的事情。　　房屋所有权的自然化　　当然，没有与生俱来的房屋所有权，富裕的瑞典
、德国、瑞士和纽约人居住在租来的房屋中，看起来生活得很舒适。调查显示，应该谨慎对待所有权
的强烈偏好。他们或许很好地体现了天生的偏好，但是，在所有权概念中包含太多不同的变数。它们
是什么呢？是重要的所有权本质？或者人们是否更关注居住权的年限？个性化住房？避免高房租？不
要错失因房价上涨带来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或所有这些的综合？如果租赁房常常有好质量和价值，
有更稳定的居住年限，人们的观点会不一样吗？吉姆凯麦尼认为，瑞典“允许房屋所有物权交易之前
，中等收入和上等收入的家庭，比手工工人显示出更乐于拥有住房的倾向”。福瑞斯特和同事指出，
在不远的过去，英国对住房期年限的关注相对不那么重要。更有甚者，现在看来与住房所有权不可分
割的许多方面（例如独立住房、有隐私保障、自由、带花园），在过去（20世纪四十年代）看起来，
是买房子的内在特征而不是租房的。　　人们倾向于选择拥有房屋所有权，因为，该权利有众多有利
因素。同时，市政住房甚至有意地或者说积极鼓励，因为消耗钱财缺乏吸引力。激发所有权的诱因包
括：减轻贷款利息的税收、对建房互助协会的政府援助、免除房屋销售所得税，以及提高津贴补助。
拥有住房所有权，不仅仅是由个人意愿这一个因素决定的，而且是政府政策作用的结果（所有权并不
能保证良好的住房条件，尤其对于没有钱维修和保持房子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住房所有权变得普通
，是由于它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保有方式，尤其是房租与低收入群体不成比例。但是，人们没有显示出
保有商业房产的偏好。　　到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选举的时候，大多数英国住房分成两种保有
方式——私有住房和市政住房——旦是，市政住房的名声越来越不好。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前，被说
成是为穷人建造的低劣住房，市政住房被视为安置买不起住房的人的残余租赁。关于这一点，没有什
么好回避的，没有什么固有的原因来解释公共住房为什么不能成为长期住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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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语无伦次，意义不清，简直就是机器直译
2、商品的质量非常好，内容也值得一看，是本好书，值得一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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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住房危机不是自然现象。住房体制却是人创造的，也是人们可以重造的。 有学者认为，1848年法
国大革命的直接诱因就是巴黎工薪阶层住房的毁灭。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中国住房问题一直得不
到较好的解决，那么社会的稳定也无从谈起。哎
2、住房危机不是自然现象。住房体制却是人创造的，也是人们可以重造的。有学者认为，1848年法国
大革命的直接诱因就是巴黎工薪阶层住房的毁灭。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中国住房问题一直得不到
较好的解决，那么社会的稳定也无从谈起。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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