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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4 日讯 记者黄晓芳报
道：国土资源部今天发布一季度国土资源
主要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 9.47 万公顷，同比下降 0.2%。
这一数据与上年同期持平，意味着前两年
土地供应下滑的态势得到改观。

数据显示，一季度工矿仓储用地 2.47
万公顷，同比下降 2.7%；房地产用地 2.36
万公顷，同比下降 4.4%；基础设施等其他
用地供应 4.64万公顷，同比增长 3.7%。

“而此前，2014 年土地供应量同比下
降 13.7%，2015 年更是猛增至 17.7%。从
今年一季度用地供应数据看，供应下滑态
势已经改观。”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

有关专家表示，前两年土地供应减少
与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趋冷相关，而去
年以来，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调控，一
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率先回暖，个别城市大
涨，带动土地供应和地价水平的提高。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此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
增速回升，一线城市住宅地价跟随房价

快速上涨，深圳、上海等 10 个城市地价
增速超过 10%，处于快速上涨区间。全
国主要监测城市中，增速超过 7%的城市
有 17 个，较上一季度增加 5 个。二线城
市中，除工业地价同比增速微幅放缓，
其他用途地价增速均呈上升态势。三线
城市中，住宅地价环比略有放缓，同比
则保持上升态势。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价所所长赵
松表示，当前国内经济开局良好，多项
指 标 表 现 好 于 预 期 。 同 时 货 币 政 策 宽
松，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扩张，支撑土
地市场回暖。但整体而言，一季度土地
市场持续分化，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城
市价格明显上涨，三、四线城市库存仍
然较高。

4 月份以来，各方面信息也显示，随
着一线城市房价和地价走高，部分资金开
始转移到二线核心城市。4 月中上旬，二
线城市住宅土地市场成交量虽然不高，但
土地价格明显上涨。4 月来已经成交的
165 宗住宅用地，二线城市平均溢价率高
达 72%，成交平均楼面价也达到了 4519

元/平方米，同比涨幅高达 183%。厦门、
苏州、杭州、南京等二线城市都出现了

“地王”扎堆的现象。
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情况显示，一季度

末，全国 105 个主要监测城市综合地价为
每平方米 3668 元、环比增速 0.96%；商业
地 价 为 每 平 方 米 6767 元 、 环 比 增 速
0.57%；住宅地价为每平方米 5554 元、环
比增速 1.27%；工业地价为每平方米 766
元，环比增速 0.73%。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去年
下半年以来，全国一、二线城市房价上
涨，带动了土地市场回暖及地价小幅回
升。且第一季度内需逐步回升，消费、
投资、工业均表现良好。高端制造业、
新能源、快递物流业等战略新兴行业逐
步释放需求，对冲了部分传统工业用地
需求萎缩。

这位负责人表示，总体看，第一季度
国土资源数据与宏观经济数据的走势保持
了一致。经济筑底反弹带来土地需求回
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土地市场和矿
业权市场持续调整。

一季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9.47 万公顷

土地供应下滑态势得到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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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85843 亿元，同比增10.7%——

投资增速回升促进经济回暖
本报记者 顾 阳

4 月 1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
复成都新机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这
标志着总投资为 718.64 亿元的成都新机
场项目进入了实施阶段。据估算，作为
我国“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最大民
用运输机场，成都新机场项目有望带动
相关工程投资 3000 亿元，投资拉动效
应显著。

今年以来，类似成都新机场这样的
重大固定资产投资呈较快增长态势。据
5 月 4 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的数据显
示，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
农户） 85843 亿元，同比增长 10.7%，
比 2015 年全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其
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达 19.6%，
比 2015 年 全 年 增 速 提 高 了 2.4 个 百
分点。

“投资增速的变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短期内由于消费增长相对稳定，投
资的变化成了决定经济是否真正企稳的
关键因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许召云在接受 《经济日报》 采访时表
示，一季度投资增速的回暖，为当前宏
观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实现了良好
开局，不仅 GDP 实现了 6.7%的平稳增
长，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
经济指标也都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一季度宏观经济回暖的主要原因
是需求侧发力，主要靠投资拉动，尤其
是基础设施投资的表现较为突出。与此
同时，随着房地产市场销售的复苏，带
来了房地产投资的强劲反弹，促使一部
分上下游产业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上
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敏分析
表示。

从数据看，一季度投资数据表现为
“三增”、“三减”。其中，基础设施投
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及新开工项目计划
总投资出现高速增长，而制造业投资、
民间投资及到位资金增速仍保持低位运
行或有所回落。

“当前，稳增长已经逐步上升为宏观
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要实现稳增长目
标，必须促进投资的较快增长。”国家发
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峰分析

指出，不断加快的
重点领域建设，11
大重大工程包实施
落地，以及目前大
力 推 进 的 PPP 项
目，客观上缓解了此前投资增
速下滑的态势。

数据显示，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
15384 亿元，同比增长 19.6%，比 2015
年 全 年 增 速 提 高 了 2.4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26.8%，公共
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31%。同时，新开
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81403 亿元，同比增
长 39.5%，比 2015 年全年增速提高了 34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一季度，制造业投资
27716 亿元，同比增长 6.4%，比 2015 年
全年增速降低了 1.7 个百分点；民间投
资 53197 亿元，同比增长 5.7%，比 2015
年全年增速降低了 4.4个百分点。

“一季度的投资回升主要受政府支出
和房地产回暖共同作用，应该说回升的
基础仍然不牢，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速的
大幅下滑，表明民间投资意愿仍然较为
疲软。”许召云表示，培育和提升民间投
资意愿至关重要，随着经济企稳和预期
改善，民间投资意愿具备了企稳的可
能性。

一季度，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促
投资稳增长政策“组合拳”带动下，我
国整体投资形势继续好转，为宏观经济
稳定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制造业企

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不强，民营资本
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依旧存在，房地产
库存仍处高位，地方政府投融资能力
不 足 ， 整 体 投 资 下 行 压 力 仍 不 容 忽
视。”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兼投资
司司长许昆林在多个场合表示，下一
步，将进一步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扩
大合理有效投资，巩固当前投资企稳
向好的形势。

据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积极推
动出台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关意见，
旨在加强投融资体制改革顶层设计，进
一步激发社会投资动力和活力。此外，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也
将于近期出台，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
主体地位。

在投资方向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表
示，将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引领带动作
用，引导金融资金和社会资本，加大有
效投资力度，大力实施脱贫攻坚工程，
着力改变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能力

不高的现状，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
速度，培育发展先进新兴产业和业态，
加快新型城镇化，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
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具体操作上，国家发展改革委
要求，将继续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
和 专 项 建 设 基 金 的 积 极 作 用 。 据 介
绍，除进一步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计
划下达进度、做好预算资金拨付等工
作外，发展改革委还将组织中央预算
内投资沉淀资金的专项督查工作，切
实加快专项建设基金项目开工和建设
实施进度。同时，积极推动商业银行
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跟进，发挥投贷
结合的放大效应。

在广受关注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领域，加强制度法规创新供给，
建立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工作协调机
制，构建合理有效的 PPP 项目投资回报
机制，正成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
门近期的工作重点。

本报北京 5 月 4 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农业
部今天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财政部、交
通运输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
门 ， 在 京 召 开 《京 津 冀 现 代 农 业 协 同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 年）》 部署推进会，研究推进规划实
施的举措，审议通过了 《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
工作推进机制》，提出打造环京津 1 小时鲜活农产品
物流圈。

会议指出，推进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聚
焦 重 点 ， 要 努 力 在 结 构 调 整 互 补 互 促 上 下 功 夫 ，
稳定京津周边常年菜地保有量和重要蔬菜产品的
自 给 率 ， 优 化 调 整 京 津 冀 畜 禽 养 殖 业 布 局 和 结
构，加快发展休闲农业；在生态环境共建共享上
下功夫，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推广化肥减量增效
和农药减量控害技术，促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 无 害 化 处 理 ； 在 市 场 体 系 互 联 互 通 上 下 功 夫 ，
合理布局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中央厨房”，构
建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打造环京津 1 小时鲜活农
产品物流圈。

当前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经济下行压力

较大较大，，由于短期内消费增由于短期内消费增

长相对长相对稳定稳定、、外贸受外部外贸受外部

因 素 影 响 较 大因 素 影 响 较 大 ，， 投 资 的投 资 的

变变化也就成了经济是否真化也就成了经济是否真

正企稳的一个关键因素正企稳的一个关键因素。。

20162016 年 一 季 度年 一 季 度 ，， 我 国 固我 国 固

定 资定 资 产 投 资 回 升 明 显产 投 资 回 升 明 显 ，，

投 资 结 构 进 一 步 优 化投 资 结 构 进 一 步 优 化 ，，

对 经 济 的 带 动 作 用 也 进对 经 济 的 带 动 作 用 也 进

一步一步增强增强——

今年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出现
较大幅度反弹。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房地产开发投资 17677 亿元，同比
增长 6.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
示，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出现
了积极回暖的走势，对经济保持稳定
运行，取得一些积极变化作出了重要
贡献。今年一季度，房地产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有所提升，初步估算房地
产对经济提升综合贡献率比上年同期
提高。

数据显示，一季度，一线城市和部
分重点二线城市的房价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上涨，个别城市如深圳等上涨幅度还
比较大。与此同时，房地产分化格局更
为明显。三、四线城市由于前期提前消
费购房需求、房屋存量过大等原因，依
然面临较大的去库存压力。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秦虹认为，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已
呈现出三大趋势，即市场分化、结构
性问题凸显和市场波动。对于未来楼
市，秦虹认为，去行政化将成为大方

向。未来的房地产政策将相对简单清
晰 ， 房 地 产 政 策 将 更 加 “ 尊 重 规 律 ”
和“因地制宜”。

专家也表示，房地产行业具有较强
的带动作用，不仅能拉动钢铁、水泥
等上游产业的发展，还能有力带动装
修、家电等下游产业。在当前经济下
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保持房地产投
资增速合理增长，意义不可小觑。但
也应注意把握好度，不能再回到主要
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依赖土地
财政的老路。

专家表示：

应保持房地产投资合理增长
本报记者 亢 舒

（上接第一版）

多样化物流与多元化仓储

“北良就是为北粮南运而生。”中粮贸易北良有限
公司总经理孟凡杰说。

然而有点尴尬的是，北良港设计年吞吐能力 220
亿斤，而过去一年，北良港南运粮食不到 30 亿斤，
接卸进口粮成为主要业务。

对此，孟凡杰认为，除了南北价格倒挂等原因，
还在于港口重复建设。在辽宁沿海就有丹东港、大连
港、北良港、锦州港、鲅鱼圈港、葫芦岛港、盘锦
港。在货流形势好的时候尚可各吃各饭，形势偏紧，
便都抢吃粮食这口饭了。而与北方港口的强盛相比，
南方接粮港口明显薄弱，港口卸粮效率及仓储能力都
不足，上岸后还有很多“断头路”，粮食物流设施

“北重南轻”。
张宏明说，粮食外出的主要通道是海运、铁路与

公路，选择哪种方式一看方便，二看价格。现在看，
运输成本过高是北粮南运的硬伤。比如从吉林松原运
到四川，基本走铁路，运费约占粮食总价 20%。如
果从黑龙江南下，运费高的能达 30%。

因此，物流整合，适当降低运费，成为北粮
南运各关口的突破点之一。福建粮食局调控处处
长张耀和说，2013 年至 2014 年，中央财政对玉米
运费给予补贴，当年玉米南下数量猛增，但补贴
取消后，价格更具优势的华北玉米及海外替代品
多了起来。

运费过高加大了北粮南运的困难，但物流整合与
降低费用仅靠产销省区难以化解。吉林松原粮库副主
任闫德军介绍，这两年铁路运杂费不降反升，加上铁
路与粮食运输不太匹配，大量粮食只能改走公路运
输。同时，由于海运持续低迷，许多民营运输企业困
难重重、步履维艰，加工企业可选择的物流公司不断
减少。“只有物流渠道多样便捷，去库存的路才会顺
畅。”闫德军说。

与物流息息相关的是仓储收购。吉林长岭县粮食
局副局长石会令回忆，2012 年后国际粮价不断下
降，国内外价差拉大，除了以中储粮为主的几家国有
粮企有能力收购，全县领证的收购企业 160 多家，除
了歇业，主要出路就是替中储粮仓储，赚点保管费。

“收购主体减少，直接后果就是北粮的出路收缩变
窄，仓储加重。”

产销对接与粮食安全

段淑萍是哈尔滨富义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她告诉记者，哈尔滨富义仓公司 2015 年 9
月在尚志市投产，目前水稻仓储能力 15 万吨，明
年将达 30 万吨。公司以订单作业、就地加工、就
地仓储一条龙经营，点对点运输到浙江富义仓公司
销售。

作为产销协作的直接成果，杭州富义仓公司异
地建库得到了黑龙江和浙江两省支持。黑龙江粮食
局副局长吴久英说，产区与销区的合作由来已久，
销区省份与黑龙江讨论的重要话题就是提供优质粮
源，保证销区市场供应、价格稳定。近几年，粮食
供给充足，尤其是产销区粮价倒挂后，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产销合作。现在看来，巩固和扩大产销对接
是有效手段。

产区也在主动出手。黑龙江离腹地运距长，运输
费用高，为了克服这一短板，黑龙江一面以“就地加
工转化是社会成本最小的方式”推动粮食加工提档升
级，一面打响粮食品牌战略，在内地各主要城市推销
黑龙江品牌。“现在你看，都知道龙江大米好吃。”吴
久英很高兴。

眼瞅着新的收获季就要来到，东北粮仓的现实难
题是必须腾出足够的库容。辽宁锦州港副总经理纪国
华说，腾库需要针对性施策，直接的方式就是降价抛
售，一举多得，不然仓储费、补贴费、利息费、粮食
陈化压力以及对行业的不利影响更大。

“对高库存与临时收储政策要冷静看。”滕增泰
表示，粮食库存高当然有压力，但不要把高库存完
全看做负面，粮食多了的问题比粮食少了的问题少
得多。“所以，减少库存需要综合施策，在此过程
中，必须保护好农民利益，确保粮食产量不出现大
的滑坡。这是粮食安全之道。”

粮食库存高企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