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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藏品”诈骗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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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看总体看，村庄发展需要规划，但不必强求编制节奏的一律。

比节奏更重要的，是加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使规划与建设有效

联动。规划应追求能用、管用、好用，而不是为了规划而规划。

重塑市场生态做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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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划不能“墙上挂挂”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日前，习近平

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

效。自然资源部、中央农办也已联合印

发文件，提出及时纠正一些地方村庄规

划编制盲目追求全覆盖、脱离实际、实

用性不强等问题和倾向。

村 庄 规 划 ，不 同 于 村 里 的 产 业 规

划、旅游规划、文创产品规划等，是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中乡村地区的法定规划，

乡村各类空间开发建设活动要实施规

划许可管理。村庄规划也是“多规合

一”的规划，要通盘考虑土地利用、产业

发展、居民点布局、生态保护和历史文

化传承。

“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这句话反

映出一些村庄的规划之痛。原因在于

脱离实际、水土不服，难以起到指导作

用，具体可分三种情形。一是规划编制

没有充分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风

貌 保 护 等 现 实 要 求 ，有 的 还 互 相“ 打

架”，导致规划建设两张皮。二是盲目

追求村庄规划全覆盖，导致有的照搬城

市做法，有的照抄其他地区，规划不少

但质量不高。三是没能有效发动村民

参与，没能充分体现村民诉求，甚至存

在“换一任领导，换一套规划”的情况。

规划应追求能用、管用、好用，而不

是为了规划而规划。长远看总体看，村

庄发展需要规划，但不必强求编制节奏

的一律。要坚持有序推进、务实规划，

重点推进有需求和条件的村庄编制，不

宜下达完成指标和时限。建设项目多、

保护需求多的村庄可编制内容较详细

的规划。人口流出多、建设任务少的村

庄则应编制成本较低的通则式规划。

形式上，既可单独编制，也可多个村庄

合并编制，或与乡镇级规划联合编制。

比节奏更重要的，是加强规划的科

学 性 、前 瞻 性 ，使 规 划 与 建 设 有 效 联

动。这就要求规划编制适应乡村发展

演变规律。例如，城镇化进程中，很多

村庄会发展壮大，也有的会融入城镇或

搬迁撤并。村庄规划就要适应人口结

构、社会形态、生产生活的新变化，对不

同类型的村庄有所区分，避免资源浪

费。又如，村庄对生产、生态、生活空间

都有需求且不尽相同，规划要在功能定

位、发展引导、设施配置等方面加强协

同，将各类利用管理与引导要求统一纳

入，避免细则“打架”。

村庄规划有其约束性目标，为此要

守好底线。考虑政策要求，乡村规划主

要是守住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底线和历

史文化保护线。乡村的首要功能是保

农产品供给，要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成果，严格耕地保护，守好耕地红线。

美好的生态是乡村发展的最大优势，要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尽可能保

留乡村原有的自然形态等，慎砍树、禁

挖山、不填湖。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家

园，要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尤其是历史

文化名村、传统古村落等，打造各具特

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规划编制离不开专业技术人才，但

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至关重要。毕竟，

如果农民不买账，再高大上的规划也难

以落地。要尊重农民意愿，反映农民诉

求，让规划从农民心里长出来。云南省

率先开展“干部规划家乡行动”，发动公

职人员回乡参与规划，带动村民“我的

家乡我规划”，取得良好效果，值得研究

借鉴。规划成果还可以制作直观易懂

的 版 本 ，让 农 民 看 得 懂 、好 操 作 、能

监督。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

治理是乡村振兴的要义。为此，要将村

庄 规 划 底

图 打 造 成

乡 村 振 兴

蓝图，构建

兴 旺 的 产

业圈、便捷

的生活圈、

完 善 的 服

务圈，让农

民 过 上 更

好的生活。

普通的流水线作业、批量生产的大
路货、地摊货，经过虚构产品作者、生产
工艺、拍卖和馆藏记录、伪造证书等一
系列操作，摇身变成大师之作、稀缺限
量的“藏品”。近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某犯罪集团诈骗案二审公
开宣判，多名犯罪分子获刑。该犯罪集
团多年来以公司为掩饰，以所谓“藏品”
为诱饵，采取虚构产品限量稀缺、权威
发行、名家亲作、冒充拍卖行、承诺回
购、合买投资、虚假代持等多种组合式、
渐进式销售套路，分工协作、层层设套、
步步引诱，设计了一套极具蛊惑性、欺
骗性的诈骗套路，令不少被害人毫无招
架之功，最终钱财被骗尽。对此，除相
关部门加大打击力度外，消费者也应擦
亮双眼，选择正规机构购买藏品，切莫
轻信所谓“大师”“专家”推荐，谨防“藏
品”诈骗陷阱。 （时 锋）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

之基。全面注册制下，随

着 市 场 定 价 机 制 日 趋 成

熟，市场估值将进一步分

化。以业务增长能力、科

创动能及治理水平为主的

上市公司质量评价，将成

为上市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中 投 资 者 最 为 关 注 的 指

标；以提升上市公司投资

价值为锚，由追量向求质

转型，是促进资本市场高

质量发展的有力手段。

对于今年资本市场工

作目标，《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增强资本市场内在

稳定性”，意味着我国资本

市场要从融资“单条腿”走

路的方式变成融资和投资

并重的“两条腿”走路。基

于此，制度供给端的建设

完善及资产供给端的质量

提升，将是实现资本市场

建设目标的关键“两翼”。

就资产供给端来看，上市

把控不严、持续性信息披

露不到位、市场结构不合

理、退市机制不健全和监

管及配套举措不完善等，

是当前影响我国上市公司

由大转强的主要原因。

针 对 此 ，证 券 市 场 监

管部门聚焦提升上市公司

治理水平，近期集中发布

了多项政策文件，涵盖了

上市发行源头、交易过程

以及市场退出等多方面。

未来，要以严格落实执行

政策为抓手，加快市场生态的全面重

塑，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苦练内功”，

提高公司发展质量，提升上市公司投

资价值。

重塑观念。针对一些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公司上市、炒作股价的

方式，进行套现、粉饰报表、财务造假、

“带病闯关”、欺诈发行等不当牟利行

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落实不到位，市

场估值体系不合理，公司上市股价虚

高，后续业绩增长乏力等问题，应进一

步完善上市标准和程序。通过完善多

层次市场体系，加强区域性股权市场、

新三板与北交所、科创板、创业板等市

场联动，设置差异化标准，增强包容性

适应性，规范 IPO 发行定价，满足不同

发展阶段、不同行业、不同

规模企业的上市需求。加

强 IPO 全链条把关，督促

公司树立“正确上市观”，

规范运作。

严格规范信息披露行

为。系统梳理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披标

准，扩大强制性信披范围，

分类细化信披内容要求，

尤其是加强财务数据信披

准确性要求。针对上市公

司“关键少数”责任落实的

短板，充分发挥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与普通

投资者作用，加强对专业

机构、专业人员的道德约

束，积极发挥外部监管作

用，最大程度约束企业高

管出于短期逐利的盲目决

策行为，护航上市公司长

期发展。

加快培育构建“耐心”

的市场结构与治理生态。

针对当前 A 股市场个人投

资者占比高、短期投机属

性较强、市场价值投资理

念不足而机构投资者比重

过低且专业投研能力不够

强等问题，引导养老金、保

险、企业年金等更多长期

资金入市，营造长期主义

投资理念。加强投资者教

育，进行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逐步引入“T+0”交易

机制。鼓励上市公司加强

长期发展谋划，如开展并

购重组，促进业务转型升

级，拓宽业务护城河；鼓励增持回购、

加大分红力度，提振投资者对公司发

展的信心。

完善退市机制，加大力度激浊扬

清。针对目前退市标准仍显温和，规

范类退市指标不够丰富，退市执行力

度不强等市场出清堵点，进一步严格

规范类退市标准。压缩功能重叠的退

市环节，强化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能，防

止公司“停而不退”；完善吸收合并等

多元退出政策规定，推动企业主动退

市；完善退市配套措施和相应的转板

机制，畅通企业退市的后续融资通道。

（作者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
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