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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會議今閉幕 明年宏調三維一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為期四天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於今日在北京閉幕，為2014年
的宏觀調控定調，並對明年內地發展與改革的主要
目標和任務作出具體部署。另外，習李謀劃已久
的、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新戰略也將敲定。分析
人士指出，「穩定宏觀、放活微觀、社會兜底」的
三維一體政策思路，是明年宏觀調控的主基調，由
此形成推動改革的合力，突破發展瓶頸，實現穩中
有進。

具體目標明年兩會公布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在結束當天發表公告，披露

會議對當前經濟形勢和來年經濟大政方針達成的共

識。一般而言，當天的公告中，不會披露具體的經
濟目標，因為要待國務院擬定《政府工作報告》，
於明年3月一併提交給全國人大審議通過，才能正
式實施。
實際上，12月3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已經為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出了基調，提出繼續堅持穩中
求進工作總基調，把改革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各個
領域各個環節，以改革促創新發展，使廣大人民群
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
會和諧穩定。
新華社昨日發表分析文章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今年7月提出的「宏觀政策要穩定、微觀政策要放
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三維一體的政策思路，促

使中國經濟形成推動改革的合力，實現穩中有進。

宏觀層面料「三不」政策
外界分析，「穩定宏觀、放活微觀、社會兜底」

將是明年經濟工作和推進改革的政策主基調，經
濟、社會和宏觀政策要保持穩定，改革則要在平穩
中有所進取。
經濟增長要有底線思維，社會政策為民生托底，

宏觀政策則保持穩定性和連續性，在財政方面，不
擴大赤字、壓縮行政開支；保持貨幣政策的定力，
不因經濟下行放鬆銀根，也不因復甦反彈而收緊流
動性，充分盤活存量，用好增量，支持實體經濟發
展。

另外，由於此次中央經濟會議期間「套開」全國
城鎮化會議，新型城鎮化政策和規劃亦在此間達成
共識，會議公報中料會透露出新型城鎮化的政策新
趨勢。
今年下半年以來中央決策高層曾多次調研並吹

風，內地新型城鎮化的方向日漸明晰。習近平和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都強調，新型城鎮化不是土地城鎮
化，而是人口城鎮化，不要急於求成，而要積極穩
妥。習近平更表示，新型城鎮化不要「荒蕪的農
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要穩步推進農
村改革，創造條件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有關分
析認為，新型城鎮化所涉及的人口、土地、財政等
改革，有望在明年獲得突破。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月底召開 農地流轉穩健推開

為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三中
全會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作出

了全面部署。全會《決定》提出：
「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
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
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
市、同權同價。」「保障農戶宅基地
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
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
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
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

重生態保護 建經營體系
對三中全會就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提
出的諸多創新和突破，有內地媒體報
道稱，中央將於本月底召開農村工作
會議，推進《決定》的落實。報道
稱，從相關部委獲悉，此次中央農村
工作會議料有四要點，一是穩中有進
地推動農村土地流轉，二是突出生態
保護紅線的基石作用，三是着力構建
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四是加強水利建
設助農業增產增效。
在農村土地流轉方面，要擴大土地
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抵押等權利範
圍，慎重穩妥地推進宅基地流轉，配
合城鎮化進程；加快土地確權，逐步
出台抵押、擔保等權能的可操作性細
則，確保農地流轉工作「穩健」，但
有所「突破」。
在生態保護方面，劃定生態保護紅

線，推行資源有償、有序的使用制度
和生態補償機制，包括新的幹部政績
考核指標；明年逐步出台生態文明評
價制度，資源稅、環境稅等有關資源
財稅制度，碳排放，水權等交易制
度，系統性地構建生態文明體系。

國土部：非小產權房轉正
土地深繫國之命脈、民之根本，三

中全會提出的土地流轉思路，使得在
宅基地上建起的小產權房獲得合法身
份的預期升高。對此，國土部副部長
胡存智前日指出，宅基地流轉新政是
為了保護農民財產權，而不是讓城市
居民買宅基地，即便買了也不受法律
保護。《決定》提出的土地改革新思
路—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
入市，並不是意味着自由買賣宅基
地。
事實上，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近日也

作過類似表態。「絕不能誤以為農民
的宅基地就可以自由買賣了，城裡人
就可以到農村買個宅基地蓋房子，甚
至蓋別墅。」韓長賦強調，該類用地
入市一定要把握好「三個限定詞」，
一是「流轉」的對象是集體經營性建
設用地的經營權，並不是集體所有的
建設用地都可以自由入市，即便是集
體的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首先也還
要確權、確地，不能無證轉讓；二是
符合規劃；三是用途管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料於本月底召
開，料有四大要點，將落實中共十八屆

三中全會關於深化農業、農村改革的戰略部署，穩中有進地推
動農村土地流轉。而對於土地流轉政策公佈後引發的誤解，國
土部近日再次重申，三中全會提出的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
用地入市，並不是意味着自由買賣宅基地，城市居民購買宅基
地不受法律保護，即「小產權房」轉正無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電，長期研究土
地制度的經濟學家姚洋認為，內地正在啟動
的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將賦予農民更多
土地權利，但並不意味着農民可以隨便處置
土地，尤其是農業用地。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表示，

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等同於農民
可以隨便處置土地的看法是「極端錯誤
的」。「產權和用途一定要分開，即使農民
有了這個產權，也不意味着他們可以隨便把
農地轉換成非農用地。」美國也有土地規
劃，哪怕擁有一塊土地的所有權，想改變它
的用途也需要申請。
「這是為了保護耕地，否則農民可能會在

承包地上隨便建房，過了幾年就變成建設用
地了，然後就可以拿去賣了，這顯然是有問
題的。」姚洋說。
在姚洋看來，這一改革除了賦予農民更多

實現土地價值的權利，對於土地的有效利用
也十分必要。因為農村人口佔內地人口比例
已不到一半，但農村建設用地佔地比城市建

設用地還大，需要把這些土地盤活，就要讓
它市場化。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推動村莊重
整，讓農民集中起來居住。

最佳流轉模式：農戶間轉讓
對於農地流轉的模式，姚洋表示，農戶

之間簽合同流轉是最好的方式，或者讓村
裡組織農民把閒置土地集中起來，再去發
包給別的農民。但他不贊同讓信託公司介
入農地流轉，並警告說，信託公司以利潤
最大化而非增加產量為目標，可能威脅到
糧食安全。
他認為，農業產量一直在穩定增加，已經

不是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因此農業曾經對
中國經濟擁有的重要性或已不如從前。他還
估計，到2030年，內地農村人口可能下降到
30%，這部分人恐怕就不會離開農村了。
「雖然農村收入水平可能還是比城市低很

多，但山清水秀的，留下的人也就不願意離
開了。」姚洋說，「未來農村可能會變成大
家嚮往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訊 據21世紀經濟報
道微博消息，中國鐵路總公司下屬
的18個鐵路局整合可能在即，按幾
大區域來橫向劃分7家公司的思路
已經明確，且各個公司的董事長已
經敲定。
一位高鐵公司高層表示，鐵總下

屬路局的整合可能在明年啟動，最
快可能在全國兩會後。他進一步透
露，整合方案細節仍在博弈中，但
按幾大區域來橫向劃分的思路已經
明確，且各個區域片區董事長已經
敲定。
他亦提醒，即便路局的拆併整合

在即，但整合啟動到最終完成資產
的交接以及一二線人員的調配仍需
數年時間，最為棘手的是合資公司
中大批副局級以上官員的安排。

鐵總保留路局精簡
鐵總消息人士亦說，在過渡期間，
路網的整合不會是撤銷鐵總而成立幾
個區域集團，而是繼續保留鐵總，把
現有的18個路局精簡整合，新組建
區域公司仍然由鐵總管理。
該人士說，考慮到國家鐵路局

「三定」方案中設立了瀋陽、上
海、廣州、成都、武漢、西安、蘭
州7個地區鐵路監督管理局，負責
轄區內鐵路監督管理工作，那麼18
個鐵路局很可能也是整合成7個區
域公司與國家鐵路局的地區監督局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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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新土改≠隨便賣地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之音發表題
為《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與挑
戰並存》文章稱，中國經濟在上
半年因面臨多重負面因素而出現
明顯減速，但年中開始恢復反
彈。文章引述分析人士說，中共
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路線
圖顯示，決策者已就改革力度與
方向達成共識，但中國在實現平
衡和可持續經濟增長過程中仍面
臨很多挑戰。
習李就任後曾多次表示不會出

台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但面臨
經濟增長頹勢，決策部門宣布增
加鐵路等基礎設施投資、擴大增
值稅以及簡化投資審批程序等一
系列小範圍改革措施，力求穩定
增速。
中國消費價格指數全年大部分

時間在3%以下，但在第三季度突
破3%，並呈現明顯持續上升趨
勢，顯示價格壓力增加。
從年中開始，中國貨幣信貸環境

逐漸變緊，市場利率逐步上浮。信
貸增長可能會持續下降。觀察人士
指出，這在未來幾個季度可能會對
經濟增長有抵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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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坤領北京報道）「2013中國經濟年度人
物」揭曉，厲以寧獲終身成就獎，10名企業巨頭獲人物獎，蛟龍
號團隊獲創新獎。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獲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終

身成就獎，蛟龍號團隊獲創新獎，特別獎頒給了中國技工。
新興際華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明忠、綠地（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張玉良、小米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雷軍、中國航空工
業集團董事長林左鳴、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中國聯通總經理
陸益民、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董事長閻東昇、華晨汽車董事長祁
玉民、山東高速集團董事長孫亮和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共10人
獲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獎。
中國經濟人物年度評選被業內譽為「中國經濟界的奧斯卡」，

據悉，今年年度人物的評選主題為「轉型升級的智慧與行動」，
創新、責任、影響力、推動力是選擇人物的四個標準。

經濟年度人物 厲以寧獲終身成就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
昨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目前延遲退休
只是在上海等個別地區進行探索和嘗試。
就延遲退休究竟先從哪些人群開始，會否
從公務員先行開始，胡曉義表示，其個人
並未聽說過這樣的說法，目前政策正在研
究制定中。
胡曉義介紹，目前關於延遲退休的政策和

措施，人社部正在匯集各方面的意見，研究
相關的方案，在個別地區進行了一些探索和
嘗試，比如前一階段在上海進行了彈性領取
養老金年齡的探索和嘗試。胡曉義說，這些
只能說是前期的經驗積累和探索。

副部長：未聽過先從公僕始
「延遲退休從哪類勞動者開始」是延遲

退休消息發佈後社會最關心的話題。有消
息稱「將從公務員開始」，還有消息稱
「將從重體力勞動者開始推行」。胡曉義
回應表示，相關政策正在研究制定過程
中，不能把猜測當成定論。胡曉義表示，
個人確實不知道有哪個人或者哪個機構曾
經提出延遲退休先從公務員做起的建議；
關於「從重體力勞動者開始做起」，他認
為也只是一種猜測。
延遲退休會否加劇就業形勢？胡曉義表

示，青年就業和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確實
是一個矛盾。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發展的
總趨勢仍然是勞動力供大於求，當局仍然
要把促進就業和創業放在突出的位置，特
別是要把青年就業放在重要位置，包括大
學生的就業和創業、城鎮其他新增勞動力
的就業、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等。

他又表示，內地勞動力供給總量2012年
首次出現下降現象，比前年減少345萬
名，這一重要信號預示「勞動力無限供
給」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從長遠考慮，必
須研究怎麼樣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勞動
力資源的問題。

內地老齡化高峰正在臨近。
據悉，2012年，中國60歲以上
老年人口達1.94億人，佔總人
口的14.3%，今年將超過2億
人。目前內地城鎮企業職工
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撫養比
（繳費者與領取者的比例）
為3.03:1，負擔相當沉重。據預
測，2030年前後，內地將進入
人口老化高峰期；2053年將達
到頂峰，屆時老年人口 4.87
億，佔總人口比重達35%；而
養老保險撫養比也將達到2:1以
下。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矛
盾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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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回
答記者提問。 新華社

■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左）出席「中國經
濟年度人物」頒獎晚會。 中新社

■頒獎嘉賓馬雲（左一）、王健林（左三）為董明珠（左
二）、雷軍（左四）頒獎。 中新社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料對
「擴大土地承包經營權的
流轉、抵押等權利範圍」
出台細則。 資料圖片

■易名僅6年的南寧鐵路局又面臨改制命運。

「誰先延遲退休」暫無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