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房地產泡沫本質上與內地土地制
度有關，而土地制度改革可以從城中村和城郊村開
始。」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表示，個人已
跟深圳相關部門合作，進行城中村改造調研。他認
為，借助廣東「三舊改造」先行先試契機，當局可在
城中村和城郊村進行政策突破，比如放開小產權房自
建，「如城中村和城郊村能夠合法地給外來農民蓋房
的話，內地房地產泡沫就會慢慢下來」。

抑制房產泡沫
陶然指，在試點小產權房放開的時候，可引入新的

稅種，讓地方政府對土地的增值部分徵稅，穩定地方
財政財源。
廣東國地規劃科技公司總工程師黃鵬則稱，廣東省

相關機構目前亦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期望通過國土
督察廣州局向國土部建議，在「三舊改造」的框架
內，在粵試點小產權房自建的可行性。實際上，在廣
東目前的「三舊改造」實踐中，已有多種模式試點，
包括村集體主導型改造模式和政府扶持和市場運作相
結合模式等，並已積累部分經驗。

緩解拆遷困局
「在相關的做法中，有一條重要經驗需要把握，就是

相關自主改造主體首先要將地塊所有權申請為國有，才
有機會享受到相關優惠。」黃鵬又稱，在這樣的前提
下，整個城中村整體規劃範圍進行自主建設，甚至可跟
地產商合作，並為相關小產權房提供法律保障。如上述
建議獲得推行，對目前城中村改造的拆遷困局或有所緩
解，自建主體的土地成本比開發商通過招拍掛獲得的地
塊便宜，房價自然也會更低。他甚至預估，如這種房源
規模上市，可能對地產商有所衝擊。

市場預測，廣東省未來15年將每年需要
建設用地約為40萬畝，國務院批准的最新
《全國土地規劃綱要》中分配給廣東的建
設用地指標每年平均只有29萬畝，每年缺
口約11萬畝土地。

缺地阻礙地方經濟
「廣東經濟連續高速發展的同時，也付

出巨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廣東華南經
濟研究院院長王利文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
紹，由於過去粗放式發展，土地資源利用
率不高，造成大量土地資源的浪費。其單
位土地產出率不僅低於長三角的蘇浙，更
低於日、韓、德等發達國家。尤其在珠三
角在去年開發強度已經達到27%，很多城
市數據更達到30%以上，能夠開發的土地

嚴重不足。
這一點同樣得到廣東國地規劃科技公司

總工程師黃鵬認同，其此前為國土部直屬
系統國土督察廣州局撰寫相關報告，對廣
東尤其珠三角的用地問題進行專題調研。
「目前，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粗放擴張
用地模式難以實現可持續式發展，正面臨
升級轉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向節約集
約用地轉變」。由此，「三舊改造」成為契
機，為珠三角地區新一輪發展帶來機遇。
調查顯示，廣東「三舊改造」用地面積

175萬畝，相當於廣東9年的土地供應量。
據測算，以招拍掛方式及協議方式出讓可
以帶來2,142億元收入，這些款項將為地方
政府集體獲得。同時，「改造」還可以拉
動廣東省不少於2.82萬億元的投資，帶動

冶金、建築、建材、能源、機械等十多個
產業，每年可以實現至少3,800億元產值。

節地闢新產業空間
在此之前，廣東省從開源和節流兩方面

在珠三角地區進行先行先試政策。黃鵬
指，通過先行探索，啟發廣東省如何推進
節約集約用地。尤其在「三舊改造」方
面，從過去「一刀切」向差別化轉變，探
索不同地區不同發展階段差別化的土地管

理政策。比如佛山市結合「三舊改造」對
工業園區轉型升級，廣州市則結合亞運會
整治工程，進行城中村改造及完善基礎設
施。其主要思維就是政府讓利，「政府不
要太吞利，通過對環境及基礎設施改善，
城市更新後將獲得更多的發展效益」。
統計顯示，從2008至2011年第一季度，

廣東省投入改造資金2,558億元，完成「三
舊」改造項目2,056個、改造面積7,693公
頃，節約土地3,267公頃，節地率達42%。

廣東轉型落注「三舊改造」
拉動2.8萬億投資 活化土地提升經濟價值

改革開放30年，廣東省近年面對後續發展的用地瓶頸，預計每年缺口

約11萬畝土地，並為此在2009年推出「三舊改造」（舊城鎮、舊廠房、

舊村莊）試點方案。業界估算，廣東「三舊改造」用地有175萬畝，保

障9年土地供應，並拉動不少於2.8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投資，帶

動十多個產業每年實現3,800億元產值。有專家表示，「三舊改造」除

帶動相關城市、產業的轉型升級外，更為內地探索節約集約用

地和解決發展土地瓶頸找到新路。■香港文匯報記者古寧

香港文匯報訊　為增加工業
化後期用地，廣東省針對「三
舊改造」先後出台涉及歷史用
地遺留問題處置、出讓金利益
分配、城中村改造用地手續簡
化等創新政策。不過，有專家
指，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來
看，「三舊改造」是一個長期
過程；在試點的經驗基礎上，
政府需要完成更多、更細的協
調工作，否則只會淪為粗放型
改造。

防止商住商貿獨大
廣東省目前已完成的改造項

目中，城市基礎建設項目360
個，涉及用地1.53萬畝。同時，各地注重
自然和歷史建築的維護，保護與修繕傳統
人文歷史建築1萬多畝，建設文化創意、文
化旅遊等特色產業項目50多個。中山大學
教授袁持平指出，國家同意廣東省作為試
點，一個最基本的考慮就是該省符合國家
產業調整的方向，因為在國家政府工作報
告未來發展思路裡面，已明確產業轉型是
中國經濟實現第二輪騰飛的一個基礎。
「三舊改造」地塊有8種用途，包括建設

商業區、開發商住樓、建設現代化廠房、
聯建農民公寓、保護歷史村落、生態環境
改造、主題文化公園建設、都市農業和現
代農業綜合開發。不過，部分學者指出，
珠三角部分鎮街大舉發展商住、商貿等項
目，個別已經產生市場無法消化的現象。

發展思路全盤規劃
有專家建議，任由這種苗頭發展，改造

用途單一很容易造成重複建設，建議「三
舊改造」需要進行整體規劃，甚至整個珠
三角也需統一規劃。因為地方改造涉及經
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多方面，不能簡
單等同於經濟轉型，也不是簡單的房地產
開發。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三
舊改造」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更精細的
做法。不然，這種改造也可能是粗放型，
也談不上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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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作
為內地推動
「三舊改造」
試點，因應
各市經濟狀
況 探 索 節
約、集約用
地的新路。

■廣東國地規劃科技公司
總工程師黃鵬認為，「三
舊改造」為珠三角的新一
輪發展帶來機遇。

■佛山祖廟東華里片區在改
造中保留嶺南歷史文化特
色。

■廣東華
南經濟研
究院院長
王 利 文
指，珠三
角過去的
經濟發展
模式難走
下去。

專家建議放開小產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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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秦玉 洛川報道）

由國家農業部和陝西省人民政府主辦的
「2011年中國．陝西（洛川）國際蘋果節」
昨日在陝西省洛川縣開幕。農業部副部長張
桃林、陝西省副省長祝列克，以及來自國內
外的蘋果專家、果品經銷商、加工企業代
表、連鎖超市負責人等逾1,200人出席了開幕
式。
本屆蘋果節以「洽談、推介、展示」為主

題，在為期3天的節會期間，將舉行國際蘋
果產業發展（市場營銷）論壇、果品營銷峰

會、蘋果名優品種精品包裝展示展覽等多項
活動。

延安年出口鮮果12萬噸
延安市副市長楊霄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延安蘋果現暢銷俄羅斯、加拿大、澳大
利亞、新西蘭等20餘個國家和地區，年出口
鮮果約12萬噸，果汁10萬噸。2011年，延安
蘋果總產量240萬噸，產值約60億元。蘋果
產業已成為延安農民增收致富的支柱產業。
預計本屆蘋果節將簽約50萬噸。
開幕式結束後，國家農業部與陝西省政府

簽訂了國家級洛川蘋果批發市場建設合作備
忘錄，並舉行了陝西省延安現代農業示範區
揭牌儀式暨洛川蘋果大型批發市場建設啟動
儀式。據了解，國家級洛川蘋果批發市場建
成後將成為全國乃至國際蘋果物流集散中
心、價格發現中心、信息傳播中心和會展貿
易中心。

荊州辦淡水漁業博覽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晶 湖北

報道）第二屆中國荊州淡水漁業博
覽會日前在湖北荊州舉行。博覽會
期間，來自內地19個省市的300多
家企業圍繞淡水漁業展開經貿合
作。

簽54項目涉資35.8億
本屆漁博會以「人水和諧，淡水

漁都」為主題，旨在全面展示湖北
及荊州漁業資源優勢、產業發展成
果和「十二五」時期湖北建設「水
產強省」、荊州建設「淡水漁都」
的遠景藍圖，倡導生態環保、健康
安全和高效優質理念，搭建全國淡
水漁業科企、商企合作、交流、貿
易平台。活動期間對國內外各種淡
水產品做集中展示交易，展示出國
際領先水平的先進漁具、魚飼料及

淡水養殖捕撈加工與儲運等設備。
展會突出企業主題，強化科技成

果轉化、項目招商引資和經貿洽談
活動，以湖北大明水產科技有限公
司為主體的水產龍頭企業分別在淡
水產品精深加工、生物製劑等水產
高新技術方面與科研機構達成合作
意向。三天漁博會現場參觀交易人
數近15萬，並有37家客商與荊州水
產養殖、加工企業簽訂了54個投資
合作項目，簽約金額達35.8億元。
荊州是中國水產大市，淡水漁業

產量連續16年在全國位居前列。去
年，荊州水產產量達到105萬噸，
年產值123億元，漁民人均年收入
9,400元。據荊州市淡水漁業「十二
五」規劃，至2015年，淡水漁業年
產值將達200億元，漁民人均收入
有望達1.5萬元。

東海縣縣長徐家保在推介會上說，東
海先後榮獲了全國最具投資潛力中小城
市百強、中國商品市場最佳投資城市等
稱號，獲批建設國家新材料高技術產業
基地、國家火炬計劃硅材料產業基地、
國家半導體（硅材料）產業集聚標準化
示範區等多個「國」字頭基地，縣域投
融資環境不斷改善。

東海擁多個「國」字頭基地
中材江蘇太陽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總經

理畢見學、香港新武國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長林隆琰在推介會上發言。兩位客商
代表認為，東海縣有㠥優越的投資環
境，他們願在這裡投資興業。中材高新
石英坩堝一期生產線已於今年6月在東海
投產，二期項目同時開工建設；新武國
公司在東海投資的家居生活廣場項目，
將打造集家居、購物中心、風情一條街
等功能於一體的高標準建築群。
從1991年起，東海縣已成功舉辦10屆

水晶節。東海縣2003年9月被國家正式命
名為「中國水晶之都」，擁有目前全國唯
一的集水晶加工與銷售為一體的大型水

晶中心——中國水晶工藝禮品城。

硅產業佔全縣工業經濟逾半
東海的產業層次、規模、涉及領域在

這20年間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當時
只有一家外資企業發展到今天全縣有近

400家的規模企業，主導產業硅工業從
「小打小鬧」發展到今天的佔據全縣工業
經濟的「半壁江山」地位。如今，東海
吸引了德國博世、晶海洋半導體、晶澳
太陽能等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外項目進
駐。

東海國際水晶節引資百億
涵蓋硅工業機械五金等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天蔚）第十一屆中國．東海國際水晶節在

「十一」國慶節前夕開幕，期間舉辦的投融資環境推介會，總投資近

百億元的15個政企合作項目集中成功簽約，涵蓋了硅工業、機械五

金製造、高效外向型農業、第三產業等多個領域，總投資近百億。

此外，總額為3.2億元的銀企合作項目也順利簽約。推介會吸引了

英、日、港、台等國家和地區，以及內地北京、上海、重

慶、廣東、浙江等省市以及省內其他縣市的客商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珍、特約

通訊員 胡世民 深圳報道）深圳市
龍崗區人民政府和深圳市文體旅遊
局日前舉行新聞發佈會，宣布第四
屆深圳濱海休閒旅遊節暨大鵬所城
文化月活動於10月11日至11月10日
在龍崗區大鵬半島舉行。
據了解，本屆旅遊節打破傳統的

「一場晚會、幾個明星」的辦節模
式，在秉承以往「濱海」和「休閒」
兩大主題基礎上，注入更多傳統人
文元素，加強旅遊與文化、體育、
經貿活動的融合。在突顯「深圳之
根」大鵬所城燦爛歷史文化的基礎
上，以節慶活動為載體，強調參與
性、休閒性和娛樂性。通過重點推
介大鵬所城保護與利用的成果，讓
公眾深入了解大鵬所城保護開發現
狀及未來發展規劃，鼓勵引導旅行
社開拓所城專題旅遊產品，進一步
樹立山海龍崗旅遊形象，促進大鵬
半島旅遊開發。

突顯大鵬所城文化基礎
作為本次活動「主角」的大鵬所

城，是深圳唯一的「國家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其保護與開發利用工
作，長期以來受到深圳市、龍崗區
政府的高度重視，以及廣大深圳市
民的熱情關注。據了解，早在2005

年，市政府就已決定投資3.4億元人民幣，分三
期對大鵬所城進行保護性修繕。至2009年，區、
街兩級政府實施了大鵬所城整體保護一期工程，
累計投入5,700萬元，並取得階段性成效。2010
年，大鵬街道以迎「大運」為契機，開展所城整
治和利用一期工程，初步恢復了所城的格局和歷
史風貌，堅持「多拆遷、慎建造」方針，對部分
影響風貌恢復的房屋建築予以拆除，對重要節點
實施環境改造，並試點產業經營，以此檢驗大鵬
所城下一步文物保護和開發利用整體規劃的可實
施性，既避免了大造「新古董」留下歷史遺憾，
又避免大鵬所城成為「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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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縣縣
長徐家保表
示，東海獲
全國最具投
資潛力中小
城市百強、
中國商品市
場最佳投資
城 市 等 稱
號，投融資
環境不斷改
善。

■延安蘋果品質優良，遠銷20餘個國家和
地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秦玉攝

■深圳濱海休閒旅遊節暨大鵬所城文化月活動
昨日啟動，圖為新聞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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