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36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从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到沿边、沿江、内陆地区由东向西渐次展开，在成就“珠三角”、“长三角”、环渤

海3大经济区的同时，也出现了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明显差距。任何一个经济区域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走

差异化发展道路非常必要。

如今，区域发展的新棋局徐徐展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梯度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依托黄金水

道，长江经济带呼之欲出；以海陆重点口岸为支点，西南、中南、东北、西北等经济支撑带亟待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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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 颖 杨开新

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十分关注正在各地推进
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他们认为，农村土地实现适度
流转是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前提，同时也使土
地要素能够为广大农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权益。

土地确权是改革前提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土地权属确定
是改革的前提和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合
伙人张国俊表示，在调研中发现，有人眼睛只盯在

“流转”上，没有深入考虑具体的政策要求。产权
界定不清，将直接影响农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如果
现在不明确产权，今后很可能导致各种违规或埋下
纠纷隐患。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黄日波也
道出了一丝担忧：随着“温饱农业”向现代农业转
变，土地作为农业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如何配置
经营管理尤为重要。当前制约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
营的两大难题，分别是以面积不准、空间不明为代表
的权属不清和以户均耕地少、地块多为代表的土地严
重细碎化。这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应结合起来同时推
进，而不是搞土地确权“一刀切”。

黄日波委员表示，从农业现代化未来考虑，务
必将农村承包土地互换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工作结合起来，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因地制宜
开展先互换、再确权，避免以后工作反复，既保障
农户的承包权益，还能破解农村承包土地细碎化
问题。

农地改革须立法跟进

目前，围绕农村土地制度的相关法律散见于宪
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担保法
等，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相关法律条文已明显滞后
于现实需求。如物权法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
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担保
法也明确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
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这些法律如不及时跟进修
改，农村土地改革就缺少法律支撑。

张国俊委员表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在
实际操作中困难突出。一是试点停留在政策层面，真
正法律意义上的抵押担保尚未实现；二是承包权与经
营权没有分离，抵押担保面临“小农户不现实，流转
大户不合法”的尴尬。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穆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研究员高春艳介绍说，近年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在
创新农业经营主体上做了大胆的尝试，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形式蓬勃兴起。然而，这些新型农业
经营组织却普遍遇到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土地流转
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快
速发展。

高春艳代表表示，加快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是
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应依法保护农民的相关财
产，加快农民资产的合理有序流动，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着重解决农地闲置难题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快速转型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农地闲置、撂荒的现象随
之而来。

张国俊委员表示，应引入有偿退出机制，解决农
地闲置难题。对农地闲置所造成的耕地资源浪费，要
探索流转激励机制，鼓励承包户流转土地。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夏涛表示，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既要保护种地农民
的利益，也要对“进城”农民的合法权益予以保障，
应探索多种方式，兼顾“进城”农民的基本生活
保障。

受访人：

张国俊 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

事务所合伙人

黄日波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高春艳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穆棱市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

夏 涛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把

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作为推动发展战略

支撑。这意味着在新的战略框架下，我

国将更加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联

动，构建各区域之间互联互通、合作对

接和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经济新棋局。

在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棋局中，不能

再任由地方或区域盲目发展、随意发

展，也不能任由地方在发展蓝图上乱涂

乱画，而是既要突出各个区域的发展特

色，也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

定势，使各区域在联合发展、抱团发展

中实现资源共享互补，打造和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极，使区域发展成为增强内需

和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

一些地方区域经济发展走过的弯路

已经清晰地表明，只有摆脱狭隘的地方

利益的思维束缚，使各种生产要素在更

大范围内自由流动，才能使自身的优势

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也才有更多的机

会借助其他地区的长处来补足自身的短

板，真正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质量，使

各地的发展活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

实现“1+1＞2”的效果，使区域经济发

展成为增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之一。

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

需要从全局着眼，编制科学合理的区域

经济带发展规划。各经济带、经济圈必

须明确各个区域的功能定位、产业分

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

系等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

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使发展

目标更明确。

与此同时，要强化经济区、经济

带、经济圈规划的约束力和指导性，既

不能使区域经济带胡乱“摊大饼”，也

不能随意“翻烧饼”，相关建设应坚决

做到“一张蓝图干到底”，维护规划的

严 肃 性 ， 不 能 “ 规 划 一 套 、 实 施 一

套”，更不能“一任领导、一张蓝图”。

要按照规划的布局，持续推进各区域之

间的产业对接协作，因地制宜做长做优

产业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

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好产业规划。

当然，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

定势，并非要让各个区域搞同构性、同

质化的发展，而是要打破地域条框的限

制，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

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让资本、技

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更

加合理顺畅地流动，努力实现优势互

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打造区域发

展的新棋局。

“一亩三分地”思维亟待打破
林火灿

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差
异化发展，是广东团热议的话题之一。

“珠三角”一体化，既要有区域协作，
又要有差异化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广
东省中山市市长陈良贤表示，“区域协作
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区域内各城市
要有一盘棋理念，勇于突破行政区划限
制，在一些全局性工作上统一思想、步调
一致。在经济发展方面，应避免同质化
产业布局，实现错位发展，让各城市产业
取得‘生态平衡’，分工有序，上下游相互
依赖、相互支撑。”

“转型升级中还必须考虑如何更好地
维护区域发展间的平衡，保持区域发展的
活力与积极性。”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
佛山市市长刘悦伦表示。

“珠三角”转型升级、优化发展，也被
视为解决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破题”
之举，为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带来了新机
遇。“粤东西北地区通过加深与‘珠三角’
地区产业合作，不仅能促进两者的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也有助于粤东西北地区实现
跨越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潮
州市市长李庆雄表示。

受访人：
荣建勋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滨海高新区工委书记

京津冀：

厘清优势劣势 力求合作共赢

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如何做好这篇
大文章？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滨海高新
区工委书记荣建勋认为，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中，天津位置独特、承上启下。因
此，天津要做好服务、打造环境，为与北
京、河北进行产业、项目对接做好充分
准备。

“我们要有环境再造、服务提升的决

心，没有好环境、好服务，哪里的项目都
承接不了。因此，我们首先要把发展环
境打造好；第二，要研究产业基础和产业
对接，按照产业高端高质高新的要求来
做，特别要做好和北京的对接，也要很好
地研究和开拓与河北合作的广阔空间。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把我们自己的优
势和劣势搞清楚，要有合作发展共赢的
意识和心态。”荣建勋委员说。

受访人：
吕建中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大唐西市集团董事局主席
木太力甫·吾布力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喀什地区行署专员

丝绸之路经济带：

重点发展大交通大流通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大唐西市集团
董事局主席吕建中一直在关注丝绸之路
经济带话题。他认为，应全面整合丝绸
之路经济带丰富的科技、文化、教育、旅
游、商贸等资源，以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
级。“不过，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基
础之一就是发展跨区域大交通大流通。”
吕建中委员建议，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同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推
进城镇化建设和古丝绸之路文化的挖
掘、传承、创新结合起来。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喀什地区行署
专员木太力甫·吾布力也持类似观点。

木太力甫·吾布力代表表示，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这为喀什地区带来了发展新契机。

“一路连欧亚、五口通八国。喀什之
所以闻名中亚和西亚，重要原因就是其
交通枢纽的地位。”木太力甫·吾布力代
表说，喀什将充分发挥地缘优势，首先要
进一步抓好通道建设，喀什至巴基斯坦
伊斯兰堡的航线已经开通，要争取尽快
开通连接与其他周边国家的航线，推进
中吉乌铁路、中巴铁路、中塔铁路，以及
疆内重要铁路、公路的建设工作。

受访人：
辜胜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李建明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州市市长
唐良智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武汉市市长

长江经济带：

连 点 成 带 协 调 互 补
长江经济带：

连 点 成 带 协 调 互 补

万里长江，从东至西，“长三角”城
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已
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建设长江
经济带，就是要把这些点连成带。”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辜胜阻说，目前，我国最大的
经济带是沿海经济带，而从地图上看，
沿海像一张弓，长江像一支箭，蓄势待
发，现在沿江各省市要做的，就是立足
各自优势多箭齐发，形成合力。

在多位代表委员的眼中，长江沿线
涉及东、中、西部，各省市经济发展的差
异性明显。在立足统一大市场的前提
下，各地需要基于资源、禀赋的不同，寻
求差异化发展。

“以湖北荆州为例，油料和淡水产

品产量均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整个
江汉平原农业科技资源密集，聚集了武
汉、荆州、仙桃和潜江 4 个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全国人大代表、湖北荆州市市长
李建明建议，江汉平原地跨长江和汉
江，国家可以整合资源，集中力量，把这
里打造为国家高新农业产业示范区。

“从去年达成的《武汉共识》到今年
两会前签署的《长沙宣言》，长江中游 4
省已提前用行动对长江经济带投出赞成
票。”全国人大代表、湖北武汉市市长唐
良智信心满满地表示，随着“长三角”经
济圈的辐射作用日益增强，武汉城市圈
和长株潭城市群互动，重庆市、成都市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推进，长江经济带
区域发展将更协调、互补和可持续。

受访人：
陈良贤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中山市市长
刘悦伦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佛山市市长
李庆雄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潮州市市长

“珠三角”：

区域发展也要“生态平衡”

上海自贸区的“扩散效应”和“示

范效应”将首先辐射至“长三角”地

区，促进该区域进一步扩大开放。令

人 期 待 的 是 ， 上 海 自 贸 区 将 对 整 个

“长三角”地区转型发展、深耕亚太市

场形成助推，区域竞合格局或将迎来

新一轮调整。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府参
事室主任 王新奎

（本报记者 曹红艳整理）

江西境内在建的合福高速铁路、杭

长高速铁路均经过上饶市。作为全国

地级市中少有的高铁“十字”交会城市，

上饶即将进入“高铁时代”。“三纵三横”

铁路网的形成，使得上饶南北方向通达

长株潭城市群、东西方向通达“长三角”

地区的便捷通道从此彻底打开。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江 西 省 上 饶
市委书记 陈俊卿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整理）

◀ 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的河北代表团代表就

河北如何融入京津冀区域发展

新格局进行讨论。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在驻地举行

全体会议，张晓山代表（左）正和丁焰章代表就政府工

作报告相关内容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 3 月 12 日，全国政协十

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闭幕会。图为委员步出

会场。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