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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长沙第二次集中供地挂

牌了 29 宗地块，最终只有 10 宗地块底价

成交。此前北京第二次集中供地报名截

止时，43 宗地块中 27 宗无人报价。上海

发布公告称，终止 7宗地块出让。

流拍、终止出让似乎成了第二次土

地集中出让的高频词汇。有市场机构发

布数据称，目前已完成第二批集中供地

的 20 个城市中，流拍和终止交易近三分

之一。

这与年初 22 个城市首次实行土地

集中供应的火爆情形大相径庭。那时

的共同特点是竞拍激烈、溢价率高，不

少企业为提高成功率，甚至换“马甲”抢

地。正因此，第二次土地集中出让被有

关 部 门 叫 停 后 重 新 推 出 ，但 短 短 几 个

月，如此冰火两重天的境况值得深思。

最直接的原因是第二次土地集中出

让 大 多 在 购 地 环 节 的 资 金 来 源 上“ 卡

壳”。以杭州为例，拿地资金审查规定相

当细致，要求竞得人股东不得违规对其

提供借款等融资便利，不得直接或间接

使用金融机构各类融资资金，不可使用

上下游企业借款或预付款，不得用其他

自然人、法人等借款等。

这是直指房地产企业痛点，也是保

证房地产稳健运行的高招。前些年，很

多房地产企业靠高负债运营，拿地资金

多是曲线得来，自有资金其实并不多。

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政策收紧，个别企

业因债务危机市值大跌，房地产企业资

金普遍趋紧，投资风格也就更为谨慎。

再有，各地第二次土地集中出让的

其他条件也更为严格。比如，购地资格

审查相当细致，基本把临时注册公司拿

地的可能性堵上了。再比如，要求现房

销售，使房地产企业原有的快进快出模

式难以持续。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企

业不能也不敢任性拿地了。

为稳定地价，各地均对第二次土地

集 中 出 让 溢 价 率 设 定 上 限 ，大 多 在

10%—15%之间，与今年第一次土地集中

出让相比大为降低，是地方政府的让利

之举。

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收入大头，

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券，不少也是以

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在当前加大

投资，促进民生的大环境下，很多地方政

府的钱袋子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的多项政策目标可能冲突，在

稳地价上难有深层的内在动力。

在限价背景下，各地第二次土地集

中出让的地块不少位于较偏远的郊区，

最终导致流拍和终止出让。但要保持足

够警惕的是，流拍将导致土地供应减少，

降低住房投资，反而可能推涨房价，产

生与政策目标相反的结果，应引起高

度重视。

土地流拍和近期出现的各地高耗

能产业反弹其实反映了同一个深层次

问题，即发展方式之争。当前我国经

济正处转型之时，但不管房地产企业

还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仍有较强的

路径依赖，新的发展动力尚未完全建

立，各地在遇到新问题时仍习惯采用

旧药方。需要充分意识到的是，中央

对此有明确政策和坚定决心，切勿心

存侥幸，寄望于博弈，低估了中央的决

心和魄力。

要注意的是，土地和房地产市场模

式与经济全局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

10 月 2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

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

点。此举有利于稳定和增加地方财政

收入，抑制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风险。

为此，需把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落到实处，加大土地特别是住宅用

地供应，用市场力量调节供求平衡关

系。继续推进农地入市等改革，打破

政府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的局面，建

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

住房制度。同时，各地要大力发展实体

经济，开拓经济发展其他动力来源，真

正降低地方对房地产的依赖。

真正降低地方对房地产的依赖
金观平

“这些年，我多次到沿黄河省区考察，

对新形势下解决好黄河流域生态和发展面

临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调研和思考。继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之后，我们提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国家的‘江

河战略’就确立起来了。”

10 月 20 日至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山东省东营市，考察黄河入海口，并在济南

市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他强调，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养育了

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长江、黄河流域繁衍

发展，一直走到今天。新时代，我们要把保

护治理母亲河这篇文章继续做好。

从中游郑州到下游济南，从“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到“深入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大河奔涌，奏响了新时代的澎湃乐章。

了却一桩心愿——“今
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
就都走到了”

东营垦利，大河浩荡。

发源青藏高原，横贯九个省区，黄河一

路冲关夺隘、千折万转、奔腾万里，在此汇

入茫茫渤海。

“黄河入海流，真是辽阔啊！今天来到

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我心里也

踏 实 了 。”20 日 下 午 ，黄 河 入 海 口 码 头 ，

习近平总书记凭栏远眺。

时间回到 7 年前。

201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

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专门来到黄河最后一弯——位于东坝头乡

的黄河岸边，了解黄河防汛和滩区群众生

产生活情况。

1855 年，自古“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

道”的黄河，正是在兰考附近再次决口，改

道从东营入海。

“黄河一直体弱多病，水患频繁。”忧心

黄河之病，着眼黄河之治，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一直很重视、一直在思考。

三江源头，反复叮嘱要保护好“中华水

塔”；秦岭深处，强调保护“中央水塔”是“国

之大者”；在甘肃，首次提出“让黄河成为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对宁夏，赋予“建设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重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把保护黄河作为治国理政的大事来抓，倾注

了大量心血。在深入调研与思考过程中，思路逐步明晰起来。

2019 年 9 月，河南郑州，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正式提出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构想。

郑州座谈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先后主持召开中央财经

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总体思路和规划纲要。

不久前，规划纲要正式公布，分上、中、下游，从水资源、

污染防治、产业、交通、文化、民生等各个方面，对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系统、细致入微的安排，搭建

起黄河保护治理的“四梁八柱”。

与此同时，一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各地

大保护的自觉性不断增强。

“我讲过，长江病了，黄河病更重。

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要坚

持问题导向，再接再厉，坚定不移做好

各项工作。”22 日下午，面对前来参加座

谈会的沿黄九省区、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总书记语重心长。

回望历史，习近平总书记谈及一份

不渝的初衷：

“ 这 也 是 毛 主 席 当 年 的 夙 愿 。 新

中 国 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提出‘要把黄

河的事情办好’，他原打算组织个马队

视察黄河，深入调研一番，然后研究如

何 让 黄 河 安 澜 。 这 个 愿 望 后 来 没 有

实现。”

“如今我们接着做起来了。现在条

件不一样了，可以坐飞机、坐火车、坐

船、坐汽车。当然，走一遍不是为了仅

仅看一看，而是要有思考、有想法、有部

署、有行动，知行合一，做行动派！”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

四五”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抓好重大任务贯

彻落实，力争尽快见到新气象。

守 住 一 条 红 线 ——
“有始有终、锲而不舍抓好
黄河生态保护工作”

黄河三角洲，万千泥沙沉积带来的

年轻土地，孕育着无限生机与希望。

600 多种植物构成了我国沿海最大

的 新 生 湿 地 自 然 植 被 区 ，每 年 有 超 过

600 万只鸟类在此迁徙、越冬，40 多种鱼

类在此产卵繁殖⋯⋯

在黄河入海口，习近平总书记沿木

栈道步入湿地深处，实地察看这片动植

物的乐园。

海风吹拂，芦花摇曳，几只鸿雁、斑

头雁栖息在水中小洲上，十分安详。

“我们这里是中国东方白鹳之乡、

黑嘴鸥繁殖地，去年以来还新发现了火

烈鸟、白鹈鹕、勺嘴鹬。”当地负责同志

介绍，这些年通过退耕还湿、退养还滩，

推进湿地修复，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到这里来的游客多吗？”总书记问。

“最多的时候年游客量 60 万，我们

限定了每天最大游客量。”

“要管理好，不能让湿地受到污染，

也不能打猎、设网捕鸟。”他嘱咐当地负责同志，“要把保护黄

河口湿地作为一项崇高事业，让生态文明理念在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发扬光大，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增

光增色。”

在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大屏幕上，黄河口“水与鱼”

的变化曲线折射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

近年来，黄河口水质明显改善并稳定在Ⅱ类；与此同时，

鱼卵仔稚鱼密度从每立方米 3.8 个增加到了 10.8 个。

“你们的工作很有成效，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生

态文明理念入脑入心了，大家认识统一了，也行动起来了。”

习近平总书记欣慰地说，“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保护是前

提，要有始有终、锲而不舍抓好黄河生态保护工作。”

黄河流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沿黄群众最强烈的追

求是青山碧水、蓝天净土。 （下转第二版）

大河奔涌

，奏响新时代澎湃乐章

—
—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黄河入海口并主持召开深入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纪实

10 月 21 日，经济日报刊发长篇调研

《威 武 祁 连》，对 甘 肃 省 干 部 群 众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嘱 托 ，探 索 具 有 地 方 特

色、以生态优先和绿色低碳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进行了报道，引起热

烈反响。经济日报记者就甘肃践行习近平

经济思想，以绿色发展引领高质量发展

等话题，专访了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尹弘。

记者：在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开展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方

面，甘肃有哪些深刻体会？

尹弘：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的

过程，既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过程，也是有效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山川

秀 美 ”新 甘 肃 的 过 程 。 我 们 深 刻 体

会到：

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

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的 科 学 指 引 。 习 近 平

总书记非常关心甘肃生态文明建设，多

次对祁连山生态保护作出重要批示，多

次面对面嘱咐我们要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努力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

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各环节，保证了祁

连山生态保护“由乱到治，大见成效”，

保证了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甘肃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压实政治责任是重要前提。甘肃省

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履行生态

环保第一责任，多次深入祁连山腹地和

重点生态地区调研督导。省直部门和市

县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统

筹推动问题整治、修复治理和日常管理

等工作，形成了人人担责任、事事有人

抓、层层不松劲的工作格局。

增强法治观念是基本遵循。在祁连

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过程中，我们汲取

深刻教训，坚持将依法整治摆在突出位

置，把法律法规挺在前面，依法依规推进

整改任务落实，确保了整改工作在法治

轨道上有力有效开展，为高质量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奠定了法治基础。

加强执纪监督是重要抓手。各级党

委政府经常性开展整改督察检查，严格

落实生态文明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加大

执纪监督力度，对整改中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问题和违法违规、整改不力、

推脱敷衍的责任单

位及责任人，依法

严肃追责问责，形

成了有力震慑。

（下转第三版）

坚决担好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
——专访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弘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4 万亿元，同比

增 长 16.3%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17.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总体来

看，收入延续稳定增长，重点领域支出给

力，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折射出我国

经济持续稳定恢复、长期向好。

“同比增速符合预期，财政收入恢复

性增长态势总体平稳。”财政部国库支付

中心主任刘金云表示。前三季度，全国

税 收 收 入 14.07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4%，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0.8%。

“整体来看，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同比

上升，中央和地方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均呈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反映出我国国

民经济整体运行态势良好，经济发展强

劲，带动了财政收入增长。”北京国家会

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

红表示，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直接

税的增幅较大，反映出我国直接税的发

展壮大，有利于强化税收的分配调节

作用，促进税制公平。

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为保障和改

善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前三季度累

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9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3%。分中央和地方看，

中央支出同比下降 1.6%，地方支出同

比增长 3%。

“整体上，前三季度财政支出呈现

增长趋势，在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同比下降的情况下，主要是由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拉动的。”李旭红

表示，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央贯彻落实

“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缩非急需非

刚性支出；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财政

资金直达常态化，基层财力得到夯实，

有力保障了基层民生。

从财政支出领域看，重点支出得

到保障，全国财政“三保”等支出增长

较快，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

康支出分别增长 5.2%、2.4%、2.3%。

“财政部始终把基层‘三保’作为预

算安排的重中之重。”财政部预算司副

司长李大伟表示，今年继续加大对地方

转移支付力度，下达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机制奖补资金共 3379 亿元，同比增长

13.4%。同时，要求各省级财政部门合

理使用中央奖补资金，加大财力下沉力

度，进一步增加对基层“三保”的转移支

付，确保国家制定的基本民生、工资政

策落实到位。

为帮助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增强活

力，今年以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进一

步优化减税降费政策，提升实施效果。

“今年出台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预计全

年为市场主体减负将超过 7000 亿元。”

财政部税政司一级巡视员谭龙表示。

今年我国建立实施常态化财政资

金直达机制，将 27 项转移支付整体纳

入直达范围，资金总量达到 2.8 万亿元。

“从前三季度看，资金下达、使用情

况总体良好，‘快、准、严’特征突出，强

基层、惠民生、促发展效果明显，体现了

直达机制的制度优势，为市县基层提供

及时有力的财力支持。”刘金云表示。

数据显示，整体上超过 97%的直达

资金已下达到基层及使用单位，具备条

件的资金已全部下达。截至 9 月底，2.8

万亿元直达资金中，中央财政已下达

2.723 万亿元，下达比例达到 97.3%，尚

未下达的均为据实结算项目资金。各

地区形成支出 2.132 万亿元，支出进度

达到 78.3%，持续保持较高支出强度。

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6.3%——

财 政 收 支 质 效 双 升
本报记者 李华林 武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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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琛奇

10 月 22 日，张吉怀高铁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段周边云雾缭绕，美如

画卷。

张吉怀高铁于 10 月初试运行，正式开通

运 营 已 进 入 倒 计 时 ，届 时 将 把 沿 线 武 陵 源 、

天 门 山 、芙 蓉 镇 、猛 洞 河 、矮 寨 大 桥 、德 夯 大

峡谷、凤凰古城等知名景点串珠成链。

刘振军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