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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住房公积金 2022 年年度报告[1]

2022 年，住房公积金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制度惠及更多

群体，租购并举解决缴存人基本住房问题，推动数字化发展，

提升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安

全平稳。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

度的通知》（建金〔2015〕26 号）有关规定，现将全国住房

公积金 2022 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会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拟定住房公积金政

策，并监督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设立住房公积金监管司，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设立住房公积金监管处

（办），分别负责全国、省（自治区）住房公积金日常监管

工作。

（二）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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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的市（地、州、盟）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立住房公

积金管理委员会，作为住房公积金管理决策机构，负责在《住

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框架内审议住房公积金决策事项，制定

和调整住房公积金具体管理措施并监督实施。截至 2022 年

末，全国共设有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341 个。

（三）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其他

设区的市（地、州、盟）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立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负责住房公积金的管理运作。截至 2022 年

末，全国共设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341 个；未纳入设区城

市统一管理的分支机构 109 个。全国住房公积金服务网点

3628 个。全国住房公积金从业人员 4.48 万人，其中，在编

2.69 万人，非在编 1.79 万人。

（四）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住房公积金贷款、结

算等金融业务委托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商业银行

办理。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2 年，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 452.72 万

个，实缴职工 16979.57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8.80%和

3.31%。新开户单位 75.22 万个，新开户职工 1985.44 万人。

2022 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 31935.05 亿元，比上年增

长 9.53%。

截至 2022 年末，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总额 2569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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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缴存余额 92454.82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14.19%、

12.91%。
表 1 2022 年分地区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地区
实缴单位

（万个）

实缴职工

（万人）

缴存额

（亿元）

累计缴存总额

（亿元）

缴存余额

（亿元）

全国 452.72 16979.57 31935.05 256927.26 92454.82

北京 43.67 946.48 2924.31 23454.91 6992.21

天津 9.50 309.09 642.94 6309.54 1964.30

河北 8.47 561.55 839.22 7399.67 3139.33

山西 5.32 363.61 559.23 4666.56 1899.36

内蒙古 4.91 276.97 520.09 4525.22 1904.71

辽宁 11.24 512.72 953.00 9884.40 3283.74

吉林 4.70 252.70 412.13 4032.69 1594.85

黑龙江 4.34 294.35 537.81 5186.69 2003.58

上海 52.13 936.20 2227.22 16945.31 6916.42

江苏 51.08 1610.46 2850.60 21567.74 7166.18

浙江 40.24 1091.35 2274.02 17135.12 5020.26

安徽 9.04 523.39 935.15 8026.18 2507.91

福建 16.82 483.21 908.42 7265.70 2369.97

江西 6.04 325.20 612.99 4475.74 1949.05

山东 26.34 1124.15 1824.52 14215.22 5398.38

河南 10.75 716.19 1038.57 8264.07 3677.32

湖北 11.24 566.91 1142.73 8760.30 3821.81

湖南 8.87 536.60 897.05 6949.29 3144.15

广东 59.12 2218.74 3605.49 27638.75 8746.22

广西 7.37 354.71 628.86 5158.31 1739.97

海南 4.85 126.79 187.76 1452.02 622.44

重庆 5.53 310.28 548.89 4463.88 1595.09

四川 17.23 820.37 1468.17 11512.72 4453.52

贵州 6.56 296.28 534.49 3962.69 1575.76

云南 6.57 307.72 673.14 5884.45 1953.06

西藏 0.63 42.37 152.98 988.77 488.93

陕西 9.04 472.33 746.54 5793.66 2387.99

甘肃 3.82 206.87 376.95 3306.27 1399.02

青海 1.27 58.59 155.31 1301.34 445.88

宁夏 1.25 74.65 161.85 1297.35 446.87

新疆 4.18 229.93 534.25 4643.84 1653.28

新疆兵团 0.61 28.85 60.37 458.84 1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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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2 年分类型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单位性质
实缴单位

（万个）

占比

（%）

实缴职工

（万人）

占比

（%）

新开户职工

（万人）

占比

（%）

国家机关和

事业单位
71.26 15.74 4744.96 27.95 249.68 12.58

国有企业 25.00 5.52 3010.21 17.73 201.56 10.15

城镇集体企业 4.90 1.08 237.33 1.40 24.96 1.26

外商投资企业 11.39 2.52 1225.67 7.22 160.43 8.08

城镇私营企业及

其他城镇企业
277.16 61.22 6474.33 38.13 1134.78 57.16

民办非企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
11.14 2.46 315.06 1.86 51.52 2.60

其他类型单位 51.87 11.46 972.01 5.72 162.50 8.18

合计 452.72 100.00 16979.57 100.00 1985.44 100.00

图 1 2018—2022 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

（二）提取。2022 年，住房公积金提取人数 6782.63 万

人，占实缴职工人数的 39.95%；提取额 21363.27 亿元，比

上年增长 5.15%；提取率
[2]
66.90%，比上年降低 2.78 个百分

点。

截至 2022 年末，住房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 164472.44

亿元，占累计缴存总额的 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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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2 年分地区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

地区
提取额

（亿元）

提取率

（%）

住房消费类

提取额

（亿元）

非住房消费类

提取额

（亿元）

累计提取总额

（亿元）

全国 21363.27 66.90 16916.96 4446.31 164472.44

北京 2113.59 72.28 1857.37 256.22 16462.71

天津 461.31 71.75 350.04 111.26 4345.24

河北 472.17 56.26 324.53 147.64 4260.34

山西 322.10 57.60 242.63 79.47 2767.21

内蒙古 309.89 59.58 212.26 97.63 2620.51

辽宁 691.61 72.57 499.99 191.62 6600.66

吉林 272.54 66.13 184.41 88.13 2437.83

黑龙江 342.13 63.62 212.94 129.19 3183.11

上海 1379.44 61.94 1140.99 238.45 10028.90

江苏 1908.54 66.95 1543.83 364.71 14401.56

浙江 1678.71 73.82 1414.62 264.09 12114.86

安徽 638.91 68.32 497.85 141.06 5518.27

福建 664.87 73.19 527.70 137.17 4895.73

江西 386.89 63.11 283.93 102.96 2526.70

山东 1150.73 63.07 901.71 249.03 8816.85

河南 599.17 57.69 406.96 192.20 4586.75

湖北 726.57 63.58 514.72 211.85 4938.49

湖南 539.40 60.13 370.75 168.64 3805.13

广东 2534.10 70.28 2161.39 372.71 18892.52

广西 434.64 69.12 339.42 95.22 3418.34

海南 111.61 59.44 81.26 30.35 829.58

重庆 350.65 63.88 291.83 58.82 2868.79

四川 1036.35 70.59 829.37 206.98 7059.20

贵州 399.15 74.68 319.35 79.80 2386.93

云南 513.69 76.31 399.96 113.73 3931.39

西藏 57.85 37.81 45.41 12.44 499.84

陕西 453.96 60.81 353.79 100.17 3405.68

甘肃 242.32 64.29 179.72 62.61 1907.26

青海 88.59 57.04 62.96 25.64 855.46

宁夏 99.40 61.42 75.58 23.82 850.48

新疆 350.42 65.59 268.19 82.24 2990.56

新疆兵团 31.96 52.94 21.50 10.45 2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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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2022 年住房公积金提取额

1.提取用于租赁住房和老旧小区改造。

2022 年，支持 1537.87 万人提取住房公积金 1521.37 亿

元用于租赁住房。支持 1.07 万人提取住房公积金 5.01 亿元

用于老旧小区改造。

图 3 租赁住房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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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取用于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和偿还购

房贷款本息。

2022 年，支持 4245.26 万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和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共计

15286.81 亿元。

图 4 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和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

3.离退休等提取。

2022 年，支持 896.15 万人因离退休等原因提取住房公

积金，共计 4446.3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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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2 年分类型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

提取原因
提取人数

（万人）

占比

（%）

提取金额

（亿元）

占比

（%）

住房

消费类

购买、建造、翻建、大

修自住住房
601.90 8.87 4157.95 19.46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 3643.36 53.72 11128.86 52.09

租赁住房 1537.87 22.67 1521.37 7.12

老旧小区改造 1.07 0.02 5.01 0.02

其他 102.27 1.51 103.77 0.49

非住房

消费类

离退休 259.34 3.82 3141.74 14.71

丧失劳动能力，与单位

终止劳动关系
213.53 3.15 347.13 1.62

出境定居或户口迁移 47.22 0.70 86.61 0.41

死亡或宣告死亡 12.10 0.18 85.74 0.40

其他 363.96 5.37 785.09 3.67

合计 6782.63 100.00 21363.27 100.00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

2022 年，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247.75 万笔，

比上年减少 20.17%；发放金额 11841.85 亿元，比上年减少

15.20%。

截至 2022 年末，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4482.46 万笔、137144.66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5.85%

和 9.45%；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72984.33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5.88%；个人住房贷款率
[3]
78.94%，比上年末减少 5.24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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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2 年分地区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情况

地区
放贷笔数

（万笔）

贷款发放额

（亿元）

累计放贷笔数

（万笔）

累计贷款总额

（亿元）

贷款余额

（亿元）

个人住房

贷款率

（%）

全国 247.75 11841.85 4482.46 137144.66 72984.33 78.94

北京 8.18 631.27 143.88 8899.29 5084.15 72.71

天津 4.12 212.97 117.07 3903.40 1576.41 80.25

河北 7.30 345.23 133.75 3835.32 2190.45 69.77

山西 6.33 259.71 81.83 2362.13 1451.44 76.42

内蒙古 4.46 174.74 128.19 2858.28 1250.53 65.65

辽宁 7.12 272.86 209.61 5190.66 2379.93 72.48

吉林 3.40 135.64 87.28 2227.14 1142.61 71.64

黑龙江 3.36 118.48 105.90 2539.74 1106.95 55.25

上海 11.30 842.76 311.12 11751.54 5872.25 84.90

江苏 21.00 1032.75 407.38 12549.66 6133.88 85.59

浙江 19.21 1018.65 249.84 9093.88 4651.20 92.65

安徽 8.95 333.41 169.80 4336.06 2135.32 85.14

福建 7.53 382.87 124.82 4009.42 2084.05 87.94

江西 6.36 290.90 99.38 2784.48 1533.13 78.66

山东 18.75 726.07 286.53 8009.74 4333.59 80.28

河南 9.16 378.04 168.26 4614.03 2683.25 72.97

湖北 12.47 613.50 176.69 5427.70 3088.02 80.80

湖南 9.03 387.29 167.56 4267.64 2445.40 77.78

广东 20.11 1065.79 270.48 10885.96 6671.98 76.28

广西 6.98 279.28 93.89 2462.02 1528.14 87.83

海南 1.68 100.71 23.21 843.69 555.61 89.26

重庆 5.36 225.43 78.38 2389.12 1451.48 91.00

四川 14.45 608.31 212.35 6138.02 3522.03 79.08

贵州 6.13 249.09 95.42 2585.38 1488.66 94.47

云南 6.72 310.95 144.79 3368.87 1482.21 75.89

西藏 0.50 34.00 11.80 523.11 278.53 56.97

陕西 7.44 385.30 103.28 3045.33 1902.43 79.67

甘肃 3.40 135.73 92.08 2011.36 941.19 67.28

青海 0.99 45.45 31.84 740.22 330.30 74.08

宁夏 0.97 45.10 32.29 760.34 285.80 63.96

新疆 4.53 182.52 114.77 2499.68 1253.82 75.84

新疆兵团 0.45 17.06 8.96 231.45 149.57 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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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2 年分类型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情况

类别
发放笔数

（万笔）

占比

（%）

金额

（亿元）

占比

（%）

房屋类型

新房 172.00 69.43 8089.65 68.31

存量商品住房 71.02 28.67 3565.82 30.11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 0.25 0.10 7.48 0.06

其他 4.47 1.80 178.90 1.51

房屋建筑面积

90平方米(含)以下 55.77 22.51 2875.81 24.29

90 至 144 平方米(含) 169.79 68.53 7867.62 66.44

144 平方米以上 22.19 8.96 1098.43 9.28

支持购房套数
首套 202.90 81.90 9650.56 81.50

二套及以上 44.84 18.10 2191.30 18.50

贷款职工

单缴存职工 125.81 50.78 5343.28 45.12

双缴存职工 121.43 49.02 6473.93 54.67

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 0.50 0.20 24.65 0.21

贷款职工年龄

30岁（含）以下 86.01 34.72 3989.53 33.69

30 岁—40 岁（含） 111.70 45.09 5659.70 47.79

40 岁—50 岁（含） 39.73 16.03 1793.47 15.15

50 岁以上 10.31 4.16 399.15 3.37

贷款职工

收入水平

低于上年当地社会

平均工资 3倍
237.98 96.06 11244.48 94.96

高于上年当地社会

平均工资 3倍（含）
9.76 3.94 597.38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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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8—2022 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情况

2.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

近年来，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工作以贷款

回收为主。2022 年，未发放试点项目贷款，回收试点项目贷

款 1.74 亿元。

截至2022年末，累计向373个试点项目发放贷款872.15

亿元，累计回收试点项目贷款 870.64 亿元，试点项目贷款

余额 1.51 亿元。371 个试点项目结清贷款本息，83 个试点

城市全部收回贷款本息。

（四）国债。2022 年，未购买国债，兑付、转让、收回

国债 0.40 亿元；截至 2022 年末，国债余额 4.8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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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收支及增值收益情况

（一）业务收入。2022 年，住房公积金业务收入 2868.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82%。其中，存款利息 535.46 亿元，

委托贷款利息2321.34亿元，国债利息0.10亿元，其他11.52

亿元。

（二）业务支出。2022 年，住房公积金业务支出 1460.1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9%。其中，支付缴存职工利息 1325.97

亿元，支付受委托银行归集手续费 28.36 亿元、委托贷款手

续费 72.66 亿元，其他 33.11 亿元。

（三）增值收益。2022 年，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1408.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59%；增值收益率
[4]
1.61%。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2 年，提取住房公积金贷款风

险准备金
[5]
298.43 亿元，提取管理费用 127.24 亿元，提取

公租房（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 982.96 亿元。

截至 2022 年末，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

3086.40 亿元，累计提取公租房（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

6518.0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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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2 年分地区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及分配情况

地区
业务收入

（亿元）

业务支出

（亿元）

增值收益

（亿元）

增值收

益率

（%）

提取贷款

风险准备

金

（亿元）

提取管理

费用

（亿元）

提取公租房

（廉租房）建

设补充资金

（亿元）

全国 2868.42 1460.10 1408.32 1.61 298.43 127.24 982.96

北京 220.37 104.51 115.86 1.76 0.86 5.29 109.71

天津 54.42 32.25 22.17 1.18 0.34 3.83 18.07

河北 94.72 47.84 46.88 1.59 1.94 8.42 36.62

山西 60.76 30.65 30.11 1.69 5.83 3.31 20.97

内蒙古 56.18 27.34 28.84 1.61 11.72 4.16 12.95

辽宁 102.95 52.34 50.62 1.60 5.73 5.25 39.64

吉林 48.67 24.70 23.97 1.57 4.36 3.41 16.19

黑龙江 60.01 30.09 29.92 1.57 0.01 2.83 27.08

上海 230.92 106.06 124.86 1.92 98.42 1.74 24.69

江苏 214.85 120.21 94.63 1.41 34.34 7.97 52.16

浙江 159.52 83.81 75.71 1.60 38.96 4.55 32.20

安徽 76.67 40.79 35.87 1.52 2.57 3.59 29.71

福建 73.11 43.66 29.45 1.31 5.99 2.07 21.38

江西 61.05 29.91 31.14 1.69 3.13 3.28 24.69

山东 166.36 85.39 80.97 1.60 0.13 5.84 75.00

河南 109.69 55.36 54.33 1.57 -3.81 5.15 53.31

湖北 120.96 60.87 60.09 1.66 8.24 7.13 44.71

湖南 97.73 46.62 51.11 1.71 2.87 6.34 41.95

广东 278.90 138.72 140.18 1.70 37.63 7.79 94.76

广西 54.34 27.31 27.03 1.64 3.72 3.52 19.79

海南 22.76 9.79 12.97 2.21 7.78 0.90 4.29

重庆 47.99 27.10 20.90 1.39 0.98 2.98 16.93

四川 143.33 69.30 74.02 1.75 11.68 6.91 55.44

贵州 48.63 26.67 21.95 1.44 0.81 2.44 18.70

云南 59.12 30.40 28.72 1.53 1.13 5.47 22.12

西藏 9.20 6.77 2.44 0.56 1.44 0.10 0.89

陕西 71.98 38.06 33.92 1.51 5.99 5.05 22.86

甘肃 41.14 22.24 18.89 1.42 1.18 3.46 14.24

青海 14.02 6.01 8.01 1.95 3.71 0.63 3.67

宁夏 12.57 6.73 5.84 1.41 0.01 0.82 5.01

新疆 49.70 25.58 24.12 1.56 0.60 2.65 20.87

新疆兵团 5.80 2.99 2.81 1.58 0.11 0.3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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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费用支出。2022 年，实际支出管理费用 114.83

亿元，比上年增加 0.63%。其中，人员经费
[6]
64.59 亿元，公

用经费
[7]
9.72 亿元，专项经费

[8]
40.52 亿元。

四、资产风险情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截至 2022 年末，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20.75 亿元，逾期率
[9]

0.03%。

2022 年，使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

呆坏账 82.85 万元。

（二）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2022 年，试

点项目贷款未发生逾期。截至 2022 年末，无试点项目贷款

逾期。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群体进一步扩大。

2022 年，全国净增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 36.63 万个，净

增住房公积金实缴职工 543.48 万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规模

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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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8—2022 年实缴单位数和实缴职工人数

缴存职工中，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外商投资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类型单位占

52.93%，比上年增加 0.79 个百分点，占比进一步增加。

图 7 2018—2022 年按单位性质分缴存职工人数占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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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户职工中，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外商投

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类型单位的

职工占比达 76.02%；非本市职工 1192.21 万人，占全部新开

户职工的 60.05%。

图 8 2022 年按单位性质分新开户职工人数占比

（二）支持缴存职工住房消费。

有效支持租赁住房消费。2022 年，租赁住房提取金额

1521.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87%；租赁住房提取人数

1537.87 万人，比上年增长 13.59%。

大力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2022 年，支持 1.07 万人

提取住房公积金 5.01 亿元用于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

改善职工居住环境。

个人住房贷款重点支持首套普通住房。2022 年发放的个

人住房贷款笔数中，首套住房贷款占 81.90%，144 平方米（含）

以下住房贷款占 91.04%，40 岁（含）以下职工贷款占 79.81%。

2022 年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
[10]

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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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22 年按收入、套数、面积、年龄分贷款笔数占比

（三）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

2022 年，发放异地贷款
[11]

17.80 万笔、769.07 亿元；截

至 2022 年末，累计发放异地贷款 145.13 万笔、5246.35 亿

元，余额 3588.87 亿元。

。

持续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2022 年，提取公租房（廉租

房）建设补充资金占当年分配增值收益的 69.78%。2022 年

末，累计为公租房（廉租房）建设提供补充资金 6518.01 亿

元。

图 10 2018—2022 年增值收益分配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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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约职工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比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低 0.9—1.35 个百分点，2022 年发放的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偿还期内可为贷款职工节约利息
[12]

支出约

2089.02 亿元，平均每笔贷款可节约利息支出约 8.43 万元。

六、其他重要事项

2022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决策部署，认

真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关于“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健全缴存、使用、管理和运行机制”要求，租购并举解决缴

存人基本住房问题，进一步提升管理运行水平，全力推动住

房公积金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 实施阶段性支持政策进一步发挥纾难解困作用。

2022 年 5 月 20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财政部、人

民银行出台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帮助受疫情影响的

企业和缴存人共同渡过难关，政策实施至 2022 年 12 月底。

期间，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对受疫情影

响不能正常偿还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不作逾期处理，

提高租房提取额度更好满足缴存人租赁住房的实际需要。

（二）租购并举解决缴存人基本住房问题。

加大租房提取支持力度，推广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付房

租、为缴存人给予租金优惠等做法，推动建立住房公积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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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租房新模式。推广发放共有产权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做法，支持住房保障体系发展。下调首套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加大对缴存人首套刚性住房需求的支持力度。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指导地方加强与

房地产调控政策协同联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三）推动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社会

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相关

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加快住房公积金数字化

发展的指导意见》（建金〔2022〕82 号），提出健全数据资

源体系和平台支撑体系，建立数字化管理新机制、服务新模

式、监管新局面、安全新防线的数字化发展总体思路，明确

实现全系统业务协同、全方位数据赋能、全业务线上服务、

全链条智能监管的数字化发展主要目标。推动实现与公安、

民政、人民银行等 7 个部门 40 类数据共享，拓展电子营业

执照等电子证照共享应用范围，赋能地方数字化发展。

（四）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

指导重庆、成都、广州、深圳、常州、苏州 6 个城市稳

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工作，初步探

索出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体系，助力灵

活就业人员稳业安居。截至 2022 年末，6 个试点城市共有

22.03 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其中新市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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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占比超过 70%。

（五）持续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效能。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

策部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人民群众业务办理中的急

难愁盼问题，更好满足单位和群众异地办事需求，新增实现

了“住房公积金汇缴、住房公积金补缴、提前部分偿还住房

公积金贷款”3 项高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跨省通办”

服务事项增加至 11 项。各地共设立 3423 个“跨省通办”线

下专窗和 1043 个线上专区，全年线上办理上述 3 项业务分

别达 8414 万笔、463 万笔、252 万笔。指导各地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积极配合当地有关部门，优化业务流程，做好系统

对接，推动实现“企业开办”“职工退休”等“一件事一次

办”。持续完善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功能，为缴存人提供

全国统一的线上服务渠道，全年共向 7666.96 万人提供个人

住房公积金信息查询服务，帮助 258.51 万人线上转移接续

个人住房公积金 252.86 亿元。全年，12329 热线为 3414.18

万人次提供业务咨询等服务、发送服务短消息 11.21 亿条。

（六）进一步织密住房公积金风险防控监管网络。

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推动建立内部风险

防控和外部监管相结合、线上发现问题和线下核查处置相衔

接的“互联网+监管”模式。发布实施《住房公积金业务档

案管理标准》（JGJ/T495-2022）,推进完善住房公积金业务

http://www.baidu.com/link?url=smJK-YEhmJO5g2RQ0rLCp3jqC9XEvbece73qb5SSa7IflDW7wax1_rmT31OTmAA4KmvENcqHWQB9fPzgqAmVZ43x0kv02Cs9Uba5ajZXR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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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推动部分管理分支机构纳入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统一管理，进一步规范机构设置。组织 7 个省（直

辖市）的 26 个城市开展住房公积金体检评估试评价工作，

促进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加强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风险和银行

资金存储风险管控，推动提高风险防控水平。

（七）文明行业与窗口创建取得积极成果。

深化行业精神文明创建，开展“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

心”全国住房公积金系统服务提升三年行动，进一步强化为

民服务意识。2022 年，全系统扎实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共获得地市级以上文明单位（行业、窗口）214 个，青年文

明号 99 个，工人先锋号 31 个，五一劳动奖章（劳动模范）

15 个，三八红旗手（巾帼文明岗）48 个，先进集体和个人

832 个，其他荣誉称号 88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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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报告数据取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披露的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全国住房公积金统

计信息系统及各地报送的数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年度报告中的部分数据进行了修正。部

分数据因小数取舍，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不作机械

调整。指标口径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

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

26 号）等文件规定注释。涉及的全国性统计数据未包括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2]提取率指当年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比率。

[3]个人住房贷款率指年度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年度

末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的比率。

[4]增值收益率指增值收益与月均缴存余额的比率。

[5]提取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如冲减往年提取

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则按负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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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员经费包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基本

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住房公积金、

助学金等。

[7]公用经费包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公务费、业务

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

[8]专项经费指经财政部门批准的用于指定项目和用

途，并要求单独核算的资金。

[9]个人住房贷款逾期率指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占个人

住房贷款余额的比率。

[10]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指当年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余额占全国商业性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

额总和的比率。

[11]异地贷款指缴存和购房行为不在同一城市的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包括用本市资金为在本市购房的外地

缴存职工发放的贷款以及用本市资金为在外地购房的本市

缴存职工发放的贷款。

[12]可为贷款职工节约利息指当年获得住房公积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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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住房贷款的职工合同期内所需支付贷款利息总额与申请

商业性住房贷款利息总额的差额。商业性住房贷款利率按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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