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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深入推进，多元化服务组织蓬勃兴起，农业生产托管应运而生，这一模式可以为农户提供从种到管、从

技术服务到农资供应等全程“保姆式”服务，有效解决了土地撂荒、粗放经营等问题。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大

批生产托管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生产托管服务，减少了农民集中下地的风险，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

本版编辑 李 瞳 温宝臣

全国空置房有6540万套？
没有的事!
本报记者 亢 舒

近日，一则“全国有6540万套空置房”的假消息，再次引发
了舆论对空置房的广泛讨论。该消息煞有介事地称，目前我国
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的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意味着这些
房屋处于空置状态，按每套房三口计算，可供近2亿人居住。

其实，这则假消息是多年以前的“旧闻”，国家电网相关
人士曾就此明确表示，从来没有发布过相关数据，也没有对这
样的数据进行过统计。

“目前，我国没有全面反映房屋空置率的数据统计，国家
统计局目前公布的是新房未售出数据，这其实是企业库存的概
念，和国际通行的空置率是不同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
究员刘琳说。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定义，空置率是指某一时刻空置房屋面
积占房屋总面积的比率。一般来说，商品房空置率的合理区间
为5%至10%，空置率在10%至20%之间为空置危险区，空置
率在20%以上为商品房严重积压区。不过，也有学者认为，
部分发达国家统计空置率的前提在于其城市化进程已基本完
成，而我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很
难简单比较。

刘琳表示，房屋空置率是反映存量房和分析房地产市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要统计准确的房屋空置率数据，有
待于全国住房普查或含有相应住房信息的人口普查。

统计空置率的意义何在？业内专家表示，房屋空置率是反
映房屋市场运行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弄清房屋空置率，
不仅有助于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还有助于估测房屋市场的
供求关系。一方面，真实可靠的空置率数据具有风向标作用，
能够引导房地产资金投向，避免资金投入到不该去的领域和区
域。另一方面，通过相关数据还能有效识别人为囤房抬高房价
的行为，杜绝炒房投机现象。

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空置率统计方法，如“黑灯率”
“电费法”“水表不转法”等都有所欠缺。而空置的形成，既有
炒房客的投机原因，也有改善住房等刚需造成的闲置，还有家
庭配置资产的合理考虑。

通常，当房地产市场过热，投机性需求大量进入市场时，
会使得房屋空置率升高。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
表示，部分市场机构发布的住房空置率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夸
大，但空置房的存在也确实造成了资源浪费。对于住房空置率
偏高的城市应该积极消化库存，可通过大力发展租赁市场、适
当抑制土地供给等手段消化空置住房。

未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应继
续坚持，避免投机性需求过多进入市场，抑制房地产市场出现
过热态势，使得住房空置率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时，应该加快
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设，综合运用土地、财税等各种手段，
使得我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近日，A股表现回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加入到炒股投资
行列中。但是，有不少盲目进入的投资者，其投资知识并不丰
富，主要目的就是要赚钱而且还是“赚快钱”，而这种种心理
正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最近一段时间，冒充知名券商、投
顾、私募进行诈骗的情况有所抬头，正是盯上了这些人。那
么，面对不断升级的骗术，如何才能准确分辨正规投资咨询
平台？

一方面，投资者要具备一定的投资常识和风险意识。从常
识角度来说，炒股是一种投资行为，有涨有跌是正常现象，而
对于只宣扬高收益、只涨不跌的投资咨询平台，则要提高
警惕。

在川财证券研究所合规负责人曾勇莉看来，不要轻信投资
咨询微信群、QQ群等自媒体平台，这些平台往往是骗子的聚
集地。同时，对自身账户信息也应严格保密，切勿随意透露给
他人。此外，还要高度警惕“风险低、收益高、有内部消息、
包赚不赔、盈利截图”等虚假宣传。

“一门心思地被赚钱所吸引，不能准确判断自身理财水
平，容易被赚快钱的小道信息吸引，进而被利用。其实，所谓
的小道消息基本都是别人想让你知道的，只是欺骗投资者上钩
的诱饵。”汇研汇语资产管理公司CEO张强说。

另一方面，从法律角度来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一项需
要获得中国证监会许可的业务。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合伙人赵嘉炜律师表示，未经证监会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均
不得从事任何形式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对于获得证监会许可
的投资咨询平台，证监会均以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投资者可
通过证监会网站查询相关投资咨询平台是否合规。此外，赵嘉
炜还建议，投资者要定期查询，以防出现投资咨询平台年检未
通过或中途注销等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除投资咨询平台外，投资顾问人员也需要
通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考试，且相应人员的姓
名、证书等均向社会公布，可供查询。

同时，从合规风控的角度来看，投资咨询平台应向客户
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者保证
投资收益，这是证券业协会明文规定的要求。“因此，投资
者要远离不向客户做任何风险提示的平台。此外，开展投资
咨询业务是公司行为，相关费用应支付至公司账户，任何要
求支付至个人账户的投资咨询平台都存在很大风险。”赵嘉
炜说。

张强认为，正规的投资平台都会与银行直接签署相关协
议，资金往来均在投资者自己名下的账户中，直接去银行办
理即可，不需要中间方等多余环节。如果投资平台的资金是
通过银行以外的渠道往来，那么这个平台就属于问题平台，

“只要投资者始终坚守资金往来原则，相关风险就能够得到
辨别和控制。”

部分投资者想赚快钱
莫被骗子割了韭菜
本报记者 温济聪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修改建议稿）》（以下简称“修改建议
稿”） 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
《商业银行法》）自1995年实施以来，历
经 2003 年大幅修订和 2015 年微幅调整
后迎来的第三次修改。

对于此次修改，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飞速发展，参与主体数
量急剧增加，规模持续壮大，业务范围逐
步扩展，创新性、交叉性金融业务不断涌
现，立法和监管面临很多新情况。《商业银
行法》大量条款已不适应实际需求，亟待
全面修订。

这意味着拥有超过250万亿元资产的
商业银行将迎来更健全的金融法治顶层设
计。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20
年 8 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
304.06 万亿元，其中商业银行总资产为
251.82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

的比例为82.8%。
《商业银行法》是我国银行业的根本性

法律法规，此次修订涉及公司治理、资本
与风险管理、客户权益保护、风险处置与
市场退出等众多内容。其中，与存贷款利
率定价相关的修订引发了市场的热切关
注。现行《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
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
上下限，确定贷款利率。”而此次修改建议
稿明确，商业银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
规定，可以与客户自主协商确定存贷款
利率。

这一变化是否会对市场、普通储户以
及银行业利润产生较大的影响？对此，招
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修改建议
稿体现了充分放权，尊重商业银行自主经
营的权利，减少行政约束。按照市场化原
则经营，尊重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的市
场主体地位。

“允许银行与客户自主商定存贷款利

率，类似放松存款利率上限，让市场资
金供需状况、民众存款偏好等因素来决
定资金价格，实现资金要素的市场化配
置。”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
华说。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
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看来，存款利率可
以自主协商是好事，不仅拓宽了银行资金
来源，还能增加存款吸引力。“在利率走低
的大环境下，银行缺乏必要的揽储手段，
流动性来源限制较多，有时候只能依赖大
行同业拆借和央行工具调控。因此，银行
势必要回到存款吸引流动性的道路上来。
对于银行来说，未来的竞争在贷款端，也
在存款端。”盘和林表示，为吸引用户，银
行间势必会相互竞争，从而会在一定程度
上抬高存款利率，进而让储户获得更多
收益。

周茂华表示，银行自主定价能力增
强，将有助于银行与货币基金、债市、股

市展开资金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业
会陷入负债竞争。

一方面，银行可以主动作为。在当
前负债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银行可以主
动出击，通过改革降本增效。例如，提
升内部经营管理水平降低经营成本；对
客户进行精细化管理与精准定位，创新
产品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积极推动银
行经营模式转型，提升中间业务收入比
重，以抵消负债成本上升对利润的侵
蚀等。

另一方面，国内银行业市场竞争格
局已基本成型，且影响储户行为的因素
较多，包括存款利率、增值服务、风险
偏好、便利性和习惯等，因此由于存款
利率小幅差异导致短期出现储户大搬家
的可能性偏小。同时，修改建议稿也明
确指出，商业银行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
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这将有效杜绝银
行间的恶意竞争。

《商业银行法》第三次修改公开征求意见，相关修订引关注——

存贷利率或可由银行与客户商量着办
本报记者 姚 进

随着城镇化深入推进，农业劳动力转
移不断加快。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
成为一道社会必答题。为破解这一难题，
农业生产托管应运而生，这一模式可以为
农户提供从种到管、从技术服务到农资供
应等全程“保姆式”服务，有效破解农村
种地难问题。

特别在今年，“田保姆”更是迎来了更
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农业农村部表示，今
年中央财政投入45亿元，在29个省区市
开展农业生产托管项目，推动农业生产托
管加速发展。

托管服务如何开展

“农业生产托管就是在不流转土地经营
权的情况下，将耕、种、防、收等作业环
节委托给社会化服务组织，让专业的人干
专业的事。”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
长张红宇表示，农业生产托管有效解决了
土地撂荒、粗放经营等问题，可以让年迈
的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让年轻
的劳动力安心外出务工，有助于解决小农
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

据农业农村部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
天佐介绍，2019年全国生产托管服务面积
超过15亿亩次，其中服务粮食作物面积达
8.6 亿亩次。服务带动小农户超 6000 万
户，占全国农业经营户的30%。

实践表明，通过集中采购、标准作
业、统一服务、订单收购等，能有效降低
农业物化成本和生产作业成本。对19个省
份共875个托管案例的定量分析显示，农
户采取全程托管，算上人工成本，小麦每
亩节本增效356.05元，玉米每亩节本增效
388.84元。

在水稻大省江西省，芦溪县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面积超过70.85万亩次，其中粮
食作物面积52.96万亩次，托管服务组织
达163个，服务小农户2.28万户。“现在农
活都让合作社包圆了，既能让农民少操
心，又能稳产量。”新泉乡安农农业服务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彭文新说，“今年雨水多，
晒粮难，我们增添了烘干设备，每天可烘
干20吨，是单户农民做不到的”。

在杂粮大省山西省，寿阳县南燕竹镇
的部分农户秋收大忙时却很悠闲。这种悠
闲源自农业生产托管。金穗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王海龙介绍，托管使农户实现了

“一地三收”：一是托管保底收益；二是合
作社统购统销生产资料产生的收益；三是
托管后剩余劳动力的打工收入。

目前，该镇冀家坪村1000多亩土地整
体托管给合作社，发展谷子产业，实现了谷
子生产由人工为主向机械化转变。与传统
种植方式相比，每亩节约人工4人到6人。

农民需求怎样满足

记者了解到，当前农业生产托管仍面临
着服务主体能力不强、服务领域不宽等问

题。部分农民在缴纳服务费用时有顾虑，一
些农户对服务质量有担忧。针对农业社会
化服务供需对接不畅等问题，农业农村部去
年底组织开发了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平
台。今年在山西、安徽、山东开展整省试点，
其他省份在项目县开展整县试点。

“托管服务是新事物，很多农民在缴纳
服务费用时有顾虑，或者缺资金。我们与
黑龙江省兰西县政府对接推出了农业生产
托管贷产品。农户与服务组织签订托管服
务合同后，可按需向银行申请该产品支付
服务费，贷款直接发放到服务组织账户。”
中国建设银行黑龙江分行副行长邹洵游
说，今年3月份建行为兰西县农户发放了
首笔20万元的农业生产托管贷款，这是全
国第一笔农业生产托管类贷款产品。目
前，该行已经在兰西县投放农业生产托管
类贷款2750万元，涵盖托管面积8万亩。

辽宁万盈农业科技公司是东北地区最
大的玉米生产社会化服务企业，玉米全程
托管面积从2013年的800亩增长到2019
年的12.7万亩。公司总经理韩卓说：“我
们与客户签订《种植服务合同》，并提供全
程对接服务。每一块托管的土地都有对应
的二维码，客户可随时扫码了解服务的进
展。企业也会在不同区域建立试验示范
田，组织播种、植保、测产等现场活动，
让农户亲眼见证托管地块的出苗率、田间

管理、产量指标等。”
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农户需求？对

此，业内专家表示，要以农民需求为导
向，对于农户家庭经营意愿较强的地区，
可以从推广单环节托管入手，逐步培养农
户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对于农业劳动力转
移程度较高的地区，可以重点推广关键环
节综合托管、全程托管等模式。同时，还
要加强托管服务价格指导，坚持市场定价
原则，防止价格欺诈和垄断。推广使用示
范合同文本，规范服务行为，确保服务质
量，保障农户权益。

服务主体如何培育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底，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总量
达到89.3万个，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竞相
发展。其中，农业服务专业户数量最多，
占全国服务主体总量的1/2，虽然单体服
务规模不大，但最贴近农民；服务型农民
合作社服务规模最大，带动小农户数量最
多，达到5000多万户；服务型企业数量少
但服务带动能力最强，单个企业平均服务
对象达530个（户），且服务的专业化和标
准化程度较高。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于永德
表示，农业服务型企业大致分为三类。一

是以生产资料供销为起点的。如中化农业
将农资销售渠道转变为服务渠道，对接当
地的农机和专家服务。二是以农机作业为
起点的。如各类农机合作社，在自有机械
的基础上，聚合种肥药等生产资料。三是
以农业科技推广为起点的。如依托农业信
息化平台，聚合种肥药等农资和农机作
业，将各类种植标准方案落地，实现线上
线下融合。

对服务主体来说，选好托管环节和方
式是成败的关键。重庆市梁平区区长蒲继
承表示，在确定托管环节方面，要选择农
户干不了、干了不划算的关键或薄弱环节
提供生产服务。在确定托管方式方面，可
提供全托管和半托管两种“菜单”，让农户
自由选择。以梁平区为例，水稻全托管含
种子、农药、“耕种防收”等服务，每亩收
费450元；半托管仅提供“耕种防收”服
务，每亩收费280元。

“从以往的情况看，对小农户、薄弱环
节、群众认知度不高的环节，服务主体的
积极性不高，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经济手段
去调节。”张天佐表示，中央财政项目主要
支持面向小农户的生产托管服务，重点支
持初始投入大、作业成本高、短期效益不
明显、群众积极性不高的关键薄弱环节，
从而达到加快培育托管服务市场，不断提
高生产托管对小农户的覆盖面的目的。

今年中央财政投入45亿元，推动农业生产托管加速发展——

小农接入大托管 种地有了“田保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日前，河北沧州市青县前吕召村刚脱贫的陈树义在扶贫大棚里采摘火龙果。据介绍，该县在贫困人口较集中的区域投资建设多个设施
蔬菜瓜果扶贫项目，由种植经验丰富的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托管，带领贫困户经营，使171个村、744户贫困户实现了可持续增收，摘掉了贫
困的帽子。 新华社记者 王 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