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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長：城鎮化非「去農村化」
城鄉規劃帶動新農村建設 兩者和諧一體各具特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對於城鎮化進程中的投資機遇，國
家「三化同步」戰略研究首席專家、中
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張正河向
本報指出，在農業領域的投資回報周期
較長，但是農產品價格基本不存在下跌
空間，因此回報相對穩定，且成本利潤
率較高，如果能夠形成適度規模經營，
農業收益還是很不錯的。此外，他認
為，隨農民轉為市民，消費、住房、
醫療、教育等領域將會釋放巨大需求，
城鎮化會成為拉動內需的重要引擎。

農業成本利潤率高
城鎮化成為未來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

最大潛力，已經得到廣泛共識。張正河
表示，城鎮化將為農業領域帶來極大機
遇。從投資角度說，他認為，東部地區
可以推高投入高產出的現代農業；中部
地區可以以發展糧食主產區建設，農產
品、畜產品養殖、加工等；西部地區，
可以建設以生態保護、生態涵養為目標
的農業、林業和草地畜牧業。
對於投資農業的回報率，張正河說，

農業是一個生物產業，其資產周轉率相
對較長，因此希望投資農業而「一夜暴
富」不現實。但是農業是一個投資回報
很穩定的產業，因為總體上講，中國農
產品數量不足，因此農產品價格下跌的
空間幾乎沒有，而且農業的成本利潤率
很高，有時候能達到100%。

城鎮化成拉動內需
民生證券建築業分析師王小勇則指

出，未來新型城鎮化政策落實帶來的城
市公共投資或是最大亮點，加強城市承
載能力將是主要核心建設內容；且新型
城鎮化大力發展城市群，新一輪區域規
劃拉動相關投資。結合今年以來的政策
導向，預計生態環保、城市道路管網建
設、生態園林建設等城市公共投資將會
得到大大加強。
國泰君安地產分析師李品科認為，新

型城鎮化將給中國房地產市場帶來持續
空間，具備交通、地理、產業優勢的部
分二三線城市將持續得到發展，其房地
產市場也由於人口、產業、財富的持續
流入而仍具備
可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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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統籌解決城鎮化與「三農」問題，是中國實

現現代化的重大課題。中國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接受新華網採訪時表示，中國的城鎮化

意在統籌考慮城鄉規劃以帶動新農村建設，而非取代新農村建設，搞所謂「去農村

化」；與此同時，城鎮化亦為農村帶來歷史機遇，投資農業不會一夜暴富，但肯定會

得到長期和穩定的回報。

未來3年 城鎮化融資或達25萬億

每日數十村消失「鄉愁」引熱議

以城帶鄉
工農互惠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城
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
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
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
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
城鄉一體的新型工業城鄉關
係，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
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
成果。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
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
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
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
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

資料來源：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記者從權威部門了解到，有關部
委正在起草城鎮化融資體系「四位一體」的總體方案，即在城鎮化進程中進
行財稅、信貸、債券、產權交易等四方面的整體創新，建立多元可持續的
資金保障機制。而據國家開發銀行預計，未來3年城鎮化投融資資金需求量
將達25萬億元。
參與整體方案起草的一位專家表示，目前，金融支持城鎮化建設依然存在

一些問題，如金融資源向城鎮化建設配置不足，部分建設項目融資需求存在
較大缺口；融資渠道、融資工具相對單一，不能完全適應城鎮經濟多元化的
要求；金融機構城鄉之間分佈不均，中小城鎮金融服務水平相對較低等等。
「所以，有關部門在醞釀城鎮化融資方式時充分考慮到未來城鎮化資金需求
量和各地的不同情況，設計了多方面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優化組合，良性
協調，提升融資的效率和可持續。」

加重地方財政壓力
據國家開發銀行預計，未來3年中國城鎮化投融資資金需求量將達25萬億

元。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2.57%，今年預期達
53.37%。而城鎮化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就意味有超過1,000萬的農村人口
進城。據國研中心測算，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需要投資9萬元，即城鎮化率
每提高一個點相關的投資就可能超過1萬億元。而2011年中國預算收入中地
方本級收入為5.24萬億元，僅靠政府當期收入推進城鎮化，勢必加重各級地
方政府的資金壓力，必須加快城鎮化融資創新。

將完善地方稅體系
據了解，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部委的研究部門最近起草的城鎮化整體融

資方案指出，城鎮化融資創新包括財稅、債券、信貸、交易台等四個方面。
「根據中央這次城鎮化工作會議的安排，今後將會完善地方稅體系，逐步建
立地方主體稅種，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鈎機制。」財
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有關專家告訴記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最近結束的中央
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的頗具清新詩意的表述「鄉
愁」，引發專家和網民的熱議。內地每天消失幾
十個村莊的現實也讓專家和網民呼籲，莫讓「鄉
愁」成為稀缺品。

專家籲規劃尊重自然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城鎮建設，要「讓
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
「『鄉愁』一詞帶社會、文化因素融入城鎮化
規劃，這是很少見的。」在山東濟南參加由中國
國土經濟學會主辦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研討會上，
多位專家呼籲，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個性，在規
劃的過程中一定要尊重自然。
「在過去的十年，中國每天消失幾十個村

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辦事處專員杜曉帆

考察了中國多地的古村落，他大聲疾呼——「人
類永遠走在歷史的延長線上。粗放的城市發展，
拆除的不僅是村落或成片的老房屋，更拆掉了祖
先延續下來的民俗和鄰里文化，拆掉了人們對鄉
土的情感，傳統村落如何有傳承的土壤？」

網友稱「城市病」日甚
新浪網友「就是玉米的小屋」表示，每次回鄉

都難覓兒時的記憶，那小橋流水，深巷，亭柱畫
樑的老宅，青磚鋪路花草滿園的庭院，都只能在
夢裡依稀。
數據顯示，本世紀以來中國城市的建成區面積

擴張了50％，而城鎮人口只增加了26％。大力推
動城市化建設，在一些地方變成了追求ＧＤＰ增
長的「跑馬圈地」，成了塑造政績的大拆大建。
快速膨脹的城市規模，也使一些城市不堪重

負，「城市病」愈加明顯。網友「有人區」說，
30年前家門口能挖到野菜，20年前需要步行半個
小時，10年前需要騎上電單車，現在，開車兩小
時見不到田野。

魯村率先發房產證
村屋可抵押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山東廣播電視
台齊魯頻道《每日新聞》報道，
山東省發放了農村「房產證」，
村民住房可抵押貸款。 昨日，泰
安肥城房管局工作人員抬400多
份房產證主動來到曹莊村給村民
送證。
7年前，曹莊村新村搬遷統一規

劃，每家一座二層小樓，村民住
上了好房子。而今年，作為肥城
市集體土地房屋所有權證發放試
點村之一，全體村民在昨日領到
了房產證，戶主和配偶每個人一
個。

曹莊村作試點
為了盡快領導房產證，昨日一

大早70多歲的尹大爺來到社區排
隊。尹大爺高興地跟記者說自己
的房子110多平方米，在城市裡
相當於一個別墅。「把樓拉到北

京去值200萬元。」一個多小時
的等待，尹大爺拿到了自己的房
產證。為了解農村房產證的用
處，他特意諮詢了房管局工作人
員。「原來房子只能住，現在跟
城市的房產證一樣，可以搞經
營，抵押貸款。」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賦予

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據肥城市房
管局副局長韓立勇介紹，集體土
地房屋實現登記發證，體現國家
對農民集體土地房屋物權的法律
保護。日前肥城市向部分村民代
表頒發集體土地房屋所有權證，
已完成農村集體土地房屋權屬調
查23,472戶，調查面積達210.6萬
平方米。肥城市將在三年內完成
農村集體土地房屋實現登記發證
工作。
據悉，肥城市於2012年啟動農

村產權制度改革，為轄區內集體
土地房屋所有權、農村集體土地
使用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等
「六權」確權發證，構建市鎮兩
級農村產權交易融資平台，逐步
形成了農村產權制度的「6+1」改
革模式。

■尹大爺向妻子介紹房產證的用途。 網上圖片

■中國每天有上百個村莊消失，其中河南穰縣的
梁莊也是即將消失的村莊之一。 網上圖片

■■國家開發銀行預計國家開發銀行預計，，未來未來33年城鎮化投年城鎮化投
融資資金需求量將達融資資金需求量將達2525萬億元萬億元。。圖為山圖為山
西農民工路過一處在建樓盤西農民工路過一處在建樓盤。。 新華社新華社

■■韓長賦表示韓長賦表示，，城鎮化意在統籌考慮城鎮化意在統籌考慮
城鄉規劃以帶動新農村建設城鄉規劃以帶動新農村建設，，而非取而非取
代新農村建設代新農村建設，，搞所謂搞所謂「「去農村去農村
化化」。」。圖為海南農民在耕作圖為海南農民在耕作。。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城鎮化發展受到國內外高度關注和
廣泛猜測。韓長賦指出，上世紀90年

代以來，中國的城鎮化率每年提高超過1個
百分點，2012年達到52.6％，城鎮常住人
口已多於農村。韓長賦說，如果按這個速
度，再過2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可能會超
過70％，而屆時中國人口亦將達到15億的
峰值。這就意味20年後的中國仍將有大
約4.5億人生活在農村，這也是中國的國
情。

撤村建鎮符科學 忌脫離實際
韓長賦強調，農民要進城，但不可能都進
城，更不可能都進大城市。因此，必須統籌
考慮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在韓長賦看來，
城鎮化要帶動新農村建設，而不能取代新農
村建設，搞所謂「去農村化」。
韓長賦亦指出，城鄉一體化不是城鄉同樣
化，新農村應該是升級版的農村，而不應該

是縮小版的城市。城鎮和農村要和諧一體，
各具特色，相互輝映，不能有巨大反差，也
不能沒有區別，否則就會城鎮不像城鎮，農
村不像農村。
不過韓長賦認為，必要的併村及撤村建鎮

是需要的，但要經歷一個較長的過程，而且
要有科學的規劃、合理的規模，不能脫離實
際求大、求急。

投資農業難暴富 但回報穩定
比如，歐洲很多國家如德國、波蘭等，都

很重視鄉村規劃，政府為農民設計各種住房
式樣供農民選擇。一旦選定之後，建設式
樣、尤其是外觀色調不能輕易改動。這樣長
期堅持下來，那裡的住房、森林、耕地、草
場是那麼和諧相映。韓長賦由此強調，應當
把鄉村規劃作為一件大事來抓，把住房設計
作為農民公共服務的一個重要內容。
韓長賦說，農村存在的意義，還在於城市

是相對於
鄉村而存
在的，這
也是文明
的 多 樣
性。如果
農村文明消失了，那麼城鎮化將是單調的。
事實上，隨城鎮人口增加和消費結構升

級，必然會拉動農產品需求增長及價格上行。
韓長賦由此重申，投資農業不會一夜暴富，但
肯定會得到長期和穩定的回報。
韓長賦亦表示，現在，工農產品價格「剪

刀差」逐步消除，基本實現了商品平等交
換。但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要素不平等交
換仍然存在，包括土地、資金、勞動力。韓
長賦說，要素的不平等交換是農業農村發展
相對滯後的重要原因，也是城鄉利益不均等
的突出表現。這些問題都要在實踐中逐步加
以解決。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