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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临近毕业季和暑期，众多青
年来到上海寻求职业发展机会。
在正式工作和稳定住所落定之前，
短租房成为了他们理想的过渡选
择。这波周期性的人口迁移通常
都会带来短租房市场的小高峰。

《2021中国城市租住生活蓝
皮书》显示，城市租客中30岁以下
占比超过55%，且这一群体以高
学历为主，本科及以上学历租客占
比超过65%。这些年轻人由于工

作变动、旅游出行、临时过渡等多
种原因，对短租房有着较高的需
求。小红书、豆瓣“上海租房”小
组、微博超话、自如、闲鱼等平台都
是年轻人租房找房的聚集地。在
网上浏览选定房源，联系房东后，
就可以约定线下看房，签订合同。

就医和差旅也是短租需求的来
源之一。例如，上海市徐汇区中山医
院周边的短租房就供不应求。以直
线距离最近的中山新村为例，该小区

总共只有760户，其中有80余户用
于出租。由于医疗资源有限，治疗
周期充满不确定性，而短租房大多
位于医院附近的老旧小区，能开火
烧饭，价格相对亲民，有的还会提供
电瓶车租赁，成了许多远道而来的
患者及家属的首选“避风港”。

然而，短租房为青年、患者家
属、游客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突破
了传统住宿行业的管理框架，滋生
了一系列监管难题。

新学期到了，很多家
庭想要为上学的孩子备一
间书房。对于住房面积较
小的家庭来说，拥有一间
书房颇费脑筋。但是如果
在家庭装修时巧设计，完
全可以“挤”出一间书房。

门厅“挤”书房 老式
的两室一厅户型有缺陷,
这种格局的居室的“门厅”
做餐厅太大,做客厅又太
小，还不如把书房和餐厅
合二为一，在门厅一角挤
出一块学习、工作的小天
地。

客厅“挤”书房 客厅
兼做餐厅已经非常普遍，
因此，只要在客厅的一角
用地台和屏风简单地加以
划分,墙上再做两层书架，
下面做一个书桌,一个别
致的小书房就出现了。

卧室“挤”书房 在卧
室中挤个小书房既方便又
不会打扰家人。可以在床
边设计一张小书桌，还可
以再设计一个双层书架悬
吊于空中，再加一盏落地
灯，一个既温馨又简洁的
小书房就坐落于卧室中
了。

阳台“挤”书房 有
些房屋有多个阳台，可以
将一个小阳台改造成书
房。如将卧室的阳台设
计成一个小小的书房，不
但能使主人拥有一个读
书的好场所，还在视觉上
拓展了空间，提高了居室
的有效使用面积，可谓一
举两得。

（齐家网）

“照骗房”频现
找房如“开盲盒”
短租房骗局如何破？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
察官告诉记者，前述案件中的王某某
之所以可以“两头骗”，一个重要的原
因是像A公司这样的短租房公司财
务管理“不规范”，它使用个人账户接
收租金，且不开展常态化收支检查。
同时，入住核验制度也存在漏洞，检察
官后续调查发现，短租房公司存在“一
证多人”“无证入住”的情况，继而加剧
了擅自转租、“一房多租”的问题。

为此，今年4月，静安区人民检察
院从完善入住核验登记制度、健全公
司财务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3个方面向涉案A公司制发检察建
议。

然而，破解短租房监管问题，光靠
检察机关制定一份又一份检察建议远
远不够。

记者注意到，除房源真实性的风
险外，部分短租房的居住卫生环境和
安全问题也堪忧：一方面，这些房源往
往是居民房自行改造装修而成，质量
参差不齐，曾出现过“二房东”用低成
本劣质材料装修的“串串房”“隔断
房”，因甲醛超标危害租客健康；另一
方面，电线乱拉乱接、燃气设备老化、
消防设施缺失等严重的安全隐患屡见

不鲜，在医院、旅游景点附近的短租房
中更为严重。

在上海市嘉定区，一些经济适用
房、公租房等政府建设运营的保障性
住房也被“二房东”们改造并出租了出
去。在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中，一套经
济适用房被房东出租给了“二房东”，
后者把房子隔成了若干个小间又群租
了出去。而这些群租对象，多为在沪
工作的年轻人，且多为短租人群。

嘉定区人民法院法官在实地调查
中发现，“二房东”为了多隔几间房，在
房屋阳台上安装马桶，把排水管改成
了排污管，还私拉电线、私装电表。这
种做法，既违反了国家经济适用房政
策，又造成了安全隐患。

为破解短租房市场的诸多难题，
相关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治理措施，力
求规范市场，保障各方权益。上海市
2021年印发的《关于规范本市房屋短
租管理的若干规定》中，明确了房东不
得向身份不明的人员提供短租服务；
房东应通过“一网通办”平台登记住宿
人员的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房
东应负责房屋及其设施设备的安全，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维护，及时发现
和排除安全隐患；发现住宿人员利用

房屋从事违法违规活动的，及时报告
有关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对住宿
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

但这些要求目前并未完全落在实
处，一些规定的执行仍靠“自觉”。这
项规定的监督管理，由文化旅游、住房
城乡建设、公安、网信、消防救援、房屋
管理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
好相关工作。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认
为，针对短租房建立起电子化、信息
化、便捷化的报备渠道是一个支持后
续管理的有效渠道。将房屋出租给

“二房东”的房东陈女士告诉记者，自
己从不知晓“出租房子还要用一网通
办报备”这个信息，也从未进行过报
备。

记者注意到，今年4月，上海市杨
浦区人民法院建设了“违规出租、出售
保障性住房监管预警”应用场景，该系
统可以自动抓取涉保障性住房违规使
用信息线索，并及时推送给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目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正与上海市市级行政管理部门加强
沟通对接，推动该场景数据推送功能
在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上线。

（中国青年报）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搜索短租
房，出现的房源是清一色的“奶油
风”。这种装修风格，因色彩淡雅、干
净利落，近年来颇受年轻客群的欢
迎。某租房平台上海浦东一家门店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最近几年该平台的
小面积老房子，基本全都会采用“奶油
风”的装修风格，“这种风格最好租，年
轻人喜欢”。

但当记者每次在帖子下方留言想
要实地看房或者询问价格时，对方都
会以“今日回复次数已用完”为由，要
求记者“后台私信联系”。记者与一个
自称“出租一套自己家的、位于上海市
静安区天潼路武昌路交界口的高性价
比房源”的博主私信联系，要求实地看
房，却被对方告知“这套房子太漂亮
了，已出租”，对方询问记者是否还考
虑附近其他次新房房源，并发来图

片。此后，记者的手机号码开始不断
被各种中介“轰炸”。

实际上，天潼路和武昌路是两条
平行的小马路，两者并不存在“交界
处”。记者把天潼路全部走了一遍，也
没找到“次新房”，这片区域除商业外，
均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房子。

记者注意到，社交平台除了房源
可能为“照骗房”、主要为中介机构引
流外，还会碰到“一房多租”的情况。

被社交平台“照骗房”吸引后，丁
女士通过网络联系王某某寻求一套在
沪短租房。尽管王某某推荐给她的房
源与“照骗房”不一致，但尚能满足其
要求，于是她陆续向王某某支付租金、
押金共计4300余元，入住了这套房
源。

入住一周后的一天，丁女士的房
门被两人先后敲响，都表示自己签订

了租房合同，丁女士随即报案。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

这起合同诈骗案。承办检察官告诉记
者，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利用短租房管
理漏洞“两头骗”：一边通过伪造支付
截图的方式骗租，未付租金达7.2万余
元；另一边通过虚构房东身份擅自将
房屋出租给多人，造成3名被害人损
失共计1.8万余元。

而这套房源，来自上海某酒店管
理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房租
一日一结付给公司负责人蔡某某，续
租只需将付款截图发送给租房管家，
之后管家就会提供日租房密码入
住。而王某某，每次给管家发送的付
款截图，都是自己伪造的。也就是
说，王某某自己没房，靠P图“骗”来
一套短租房，又把这套房产分别同时
租给了3人。

“紧邻地铁站”“配套设施齐全”“可随
时入住”……打开某社交平台搜索“短租
房”，映入眼帘的是固定格式的描述和一
张张当下流行的“奶油风”房间照片。短
租房通常以天、周、月为单位计算租金，成
为时下年轻人喜爱的租房方式。

近年来，在共享经济推动下，国内短
租市场迅速崛起，成为新经济形态的重要
组成部分。智研瞻产业研究院日前发布
的《中国在线短租行业市场深度评估及投
资策略咨询报告》显示，2023年度中国在
线短租市场规模突破857.59亿元。2024
年第一季度中国在线短租行业市场规模
236.66亿元，同比增长10.38%。然而，蓬
勃发展的短租房市场背后，是不容忽视的
问题：房源真实性存疑、居住环境不佳、安
全保障堪忧，寻找称心如意的短租房就像

“开盲盒”。

遭遇社交平台“照骗房”“一房多租”

扫除监管盲区

“挤”出
一间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