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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黃奇帆：：創新改革創新改革 迎難而上迎難而上

邁進2013年的門坎，重慶面臨挑戰重重。歲末年初之時，重慶對新
一年的經濟社會發展重點任務已做出明確部署，即加快集群、創新、統
籌、公平、服務型政府發展，突出讓農民增收，提高生態文明水平建設
等，從中不難看出新領導集體的決心與信心。作為經濟運行的操盤手，
黃奇帆對資本的運作、對處理各種經濟 「疑難雜症」比較有經驗，碰上
問題亦從不膽怯，迎頭而上。

詳解公租房帳單
2010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重慶等城市紛紛開工建設一定

規模的公共租賃房房源。這種由政府建設、低於市場租金限價出租、能
長期穩定居住的保障性住房，成為填補當前住房保障體系空白的希望所
在。重慶自2010年起，巨量投建公租房，計劃用3年時間投建大致4000
萬平方米。過去三年中，重慶在政府公租房投建總量和已交付使用量上
領跑全國。

全國兩會伊始，黃奇帆接受大公報專訪說： 「重慶計劃造4000萬平
米公租房，主城區有大致3400萬平米。」平衡公租房建設的財務是當下
各省市的難題。黃奇帆向記者曬了曬重慶公租房帳單。 「重慶公租房每
平米造價大致在3000多元，建4000萬平米公租房需投資1200多億。」

「過去三年中，中央向重慶劃撥了170億、重慶財政拿出140億現金
撥款。我們的土地儲備為公租房劃撥了3萬畝土地。這些土地在10年前
以每畝20至30萬買入，相當於60至70億資金。如果造房再去徵地，徵地
價可能要40至50萬一畝，因此動用重慶政府的土地儲備可節約100多億
徵地費，這也是政府的投入。中央劃撥的170億加上地方政府拿出的240
多億，共計400多億屬於政府財政性投入，還需向銀行融資800億。」他
透露，截止去年底，重慶建公租房已融資500億。

「第一階段，800億的融資要付利息，年利率為6%，一年需48億。
3000多萬平米公租房年租金大致可收50億，租金可以和利息平衡。」黃

奇帆進一步釋疑，公租房小區旁邊將造銀行、商場、餐飲等各種服務性
設施，按10%比例進行商業設施配套，就有300多萬平米。出售商業設
施，每平米可淨回籠資金10000元，資金回籠量約為300億。如此一來，
800億融資中還剩500億需要還。

「第二階段，有申領者需要買下公租房，按照每平米4000元左右買入
。如果重慶賣掉1000萬平米公租房，可再回籠400億資金。剩餘500億融資
再還400億，還剩100億貸款，年利息只需6億。可以收租金的公租房還剩
2000多萬平米，年租金大致可收30億。因此，重慶公租房的財務是可以平
衡的。」堅定依靠技術來突破難題，是黃奇帆主事的重要特徵。 「公租房
的資金是內循環，逐漸償還利息後，多餘的租金可再建公租房。」

他樂觀的判斷， 「五年後，公租房會是重慶政府一筆金本位、不動
產本位的優質資產儲備，不會是財政窟窿。」

房價調控顯成效
2011年1月27日，重慶在全國率先出台房產稅細則，面向個人房產徵收

房產稅。由此成為全國首批房產稅改革試點的兩個城市之一，其試點效果
引發外界關注。數據顯示，重慶近3年來房價基本平穩。2012年商品住宅按
建築面積計價每平方米房價為6389元，與2011年、2010年大體持平。

黃奇帆的思路是：房地產調控是系統工程，重慶對房地產調控有五
招。分別是土地價格、金融按揭、投資比例、總量控制和稅收調控。重
慶房價控制得很好，說明房產稅是有成效的，與上述五招調控密不可分
。所以重慶是全國唯一沒有搞限購的城市。

黃奇帆詳解了重慶地產調控五招：一是土地調控，地價不超過房價
的三分之一；其次金融調控，控制按揭貸款，如首套房首付兩成，第二
套首付五成，第三套零按揭、全首付控制；第三，控制投資力度，每年
房地產投資不超過固定資產投資的25%；第四，按人均一定平米數量計
算，設定房地產建設總量，過量就現泡沫，建少就不夠住。最後，就是
稅收調控。稅收又分直接稅和間接稅，交易契稅、所得稅、增值稅、營
業稅等四種間接稅相關房地產。 「上述五條缺一不可。」他強調。

土地儲備一步到位
黃奇帆就外界對重慶政府債務的質疑給出回應。 「重慶債務並不算

重，2600億的債務佔財政支出的66%，佔GDP的23%。由於重慶土地儲
備特別好，抵銷了部分債務，黃燈都不用亮，在綠燈範圍之內。」

「重慶組團較為渙散，需要用地鐵這根 『項鏈』把這盤 『散珠』串
起來。重慶的基礎建設十年投入了6000億。」他透露， 「我們的奧妙在
於有土地儲備。重慶至02年開始就通過地產集團、城投集團儲備了40多
萬畝土地，10年用了20萬畝，每畝賺200萬，大帳是4000億，扣掉徵地
成本，就有正常財政之外的3000億。」

激昂之處他大手一揮， 「3000億往裡一砸，就抵銷重慶城市建設多
花錢，如果沒有土地儲備的額外收入，那問題就嚴重了。」黃奇帆當初
前瞻而大膽設想是： 「重慶的土地儲備是一步到位，整體儲備，細水長
流，二十年分割。」

40萬畝土地儲備是重慶眾多創新改革的保障。建立土地儲備制度後
，重慶是 「一根管子進水，一個池子蓄水，一個龍頭放水」，政府把城
市規劃中的關鍵地塊控制起來，由此形成了40多萬畝土地儲備，每年用
5%，分20年投入使用。

十餘年來，重慶的改革亮點層出不窮。遠見性的土地儲備、廣建公
租房、首推房產稅、國有資產從03年的1700多億快速增至目前的近兩萬
億、無中生有的建成了全球最大筆記本電腦基地、實施千萬農民進城的
戶改計劃等戰略謀劃，唇齒相連、環環相扣。在結合基層探索的同時，
不斷完善了經濟社會改革。

「我90年在上海就是研究員，喜歡用經濟專家的身份和記者交朋友
，因為我的學術研究和興趣在經濟領域，經濟專家是終身的。」展望山
城未來的發展，黃奇帆坦言，重慶作為年輕的直轄市，當下處在發展起
步階段。基於重慶發展有 「投資、開放、人口紅利、改革、中央政策支
持」五大動力持續推進，預計今後5年GDP平均增速會在12%以上。

2001年，49歲的黃奇帆空降重慶任副市長
，一幹八年，在2009年底出任代市長並於次年
轉正。近12年來，其跨越性的謀劃 「金融興市
」 改革、大手筆組建 「八大投」 、創新推動老
工業基地復興等系列舉措，將海派理念與內陸
市情成功嫁接。今年年初， 「技術官員」 黃奇
帆連任重慶市長，已輔佐過五任書記的他將再
接再厲，協助其在山城任內的第六位大當家孫
政才繼續操盤重慶經濟發展。 文 韓毅

兩江新區兩江新區：：
成渝城市群區域經濟龍頭成渝城市群區域經濟龍頭

2010年成立的兩江新區是繼上海浦東新區、天
津濱海新區之後，國務院批准的中國第三個、內陸
第一個國家級開發開放新區。全國人大代表、兩江
新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湯宗偉在接受專訪時表示，
總理報告強調深入實施區域性發展的戰略， 「作為
內陸開放的先行軍，兩江新區將成為引領成渝城市
群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

2012年兩江新區固定資產投資超1200，僅用兩
年時間就達到了浦東奮鬥20年和濱海奮鬥10年的達
到的年投資水平， 「未來8-10年，將迎來兩江新區
強勁高增長的發展金期」。

開放創新 「龍抬頭」
沒人料到作為西部大開發的重要突破口和發展

新引擎的兩江新區，開放優勢會在兩年間赫然驚現
「龍抬頭」，直追濱海、浦東。

「隨着世界經濟轉型，總體格局變為投資過剩
、產能過剩、缺乏市場，發展動力從出口導向開始
轉向內需動力。新的機遇是全球高新技術和高投資
大規模產業轉移開始佔領市場」。湯宗偉分析，浦
東新區發展得力於重大外資項目帶動，濱海新區發
展得力於國家重大工業項目帶動，而兩江新區要結
合實際，走出一條國有、民營、外資多點開花、異
彩紛呈、獨具特色的發展路子。

「垂直整合，佔領設計研發和結算兩個高端，
提升外資利用水平，吸引龍頭型、核心型大型跨國
企業」，獨到的理念讓汽車、電子信息、通用航空
、生物醫藥、高端裝備5大產業集群重大支撐性項
目快速形成。

在對外開放的模式上，兩江新區改變了浦東和
濱海發展 「兩頭在外」的傳統加工貿易模式，轉而
吸引 「一頭在內，一頭在外」以及 「兩頭在內」的
加工貿易模式。

更吸引投資者的是，兩江新區打造的內陸唯一
的保稅港區、水陸空多功能平台，輻射和服務於西
安、貴州、雲南的進出口保稅和物流，同時吸引長
江經濟帶和對歐貿易。

成渝兩個區域固定資產投資達2萬億，湯宗偉認為
， 「大市場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兩江新區能擔當龍頭
重責，龍頭高高昂起，帶動龍身、龍尾躍得更高」。

產城融合 「飛龍」秘籍
當記者問及兩江新區為何能兩年時間吸引近60

家世界500強落地時，湯宗偉聊起了獨家秘籍。
「和其他新區不同的是，兩江新區有足夠大的空

間能夠讓配套企業與龍頭企業一起進來，享受同等政
策，這是在生產配套上兩江能提供的服務」，湯宗偉
坦言，在生活配套服務方面，新區的公租房能解決30
萬產業工人住房問題，大大減輕企業落地壓力。湯宗
偉說， 「京東方投資328億落戶時，上萬名員工的住
宿全部解決」。

「兩江新區按產城融合的思路，龍興、魚復、
水土三大工業園區都是創新園、產業園、家園、物
流園、生態園的 『5園合一』」，產成融合的模式
為產業落地提供了優質承載體。

去年底，兩江新區成為全國現代服務業綜合試點
，開啟了兩江發展現代金融服務業、現代商貿物流業
、現代信息服務業、應用型研發設計服務業的序幕。

熱邀港龍共舞國際
提及金融中心建設時，湯宗偉強調與香港在金

融業和服務業的合作，將是兩江新區的工作重點。
「離岸金融結算、人民幣跨境結算以及香港的

資本市場，將是兩江新區希望合作的平台」，湯宗
偉認為，香港的人才與國際接軌， 「他們熟悉國際
準則，有豐富的職業經驗，有國際視野，能推動兩
江新區的開放度」。 （俞芳）

重慶國企重慶國企的十年路的十年路
2010年，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

來到重慶市國資委掛職，吸引他來到重慶的是重
慶國資委罕見地重振了國有經濟，兼顧了民生。

十年前，重慶市國資委成立，總資產有1700
億，資產負債率是107%；十年後，重慶國資委的
資產是1.8萬億，除地方金融企業外，資產負債率
保持在60%左右的合理範圍；排名在國資委系統中
從19名躍升到第4名。

「2002年重慶國有企業全部的利潤只有5.7億
，虧損面達70%以上，多數企業面臨瀕臨破產，財
政還要補貼國企」，在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國
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廖慶軒接受專訪時的
描述中，不難發現重慶國企翻身的轉折點。

第一個轉折 「八大投」
「當時重慶高速公路每公里造價是沿海的三

倍多，運行之初的車流量僅相當於東部省市的一
半」，重慶高速公路集團董事長李祖偉曾告訴記
者，沒有民營企敢來，連投資都很難跟上。

2003年，重慶國資委組建了城投集團、地產
集團、高速公路投資集團、高等級公路投資集團
、建投集團、交通開投集團、水務集團、水投集
團這八個投融資企業，解決重慶基礎設施建設遭
遇的困境。

在 「八大投」沒有充足的資本，難以獲取銀行
授信的情況下，重慶國資委整合資源為 「八大投」注
入國債資本或股本、路橋規費、土地儲備收益權、存
量固定資產和稅費返還充足經營收入和資本金700億
，同時也贏來了銀行授信2000多億。自此 「八大投」
轉變為由投資集團向社會融資，十年來，為重慶市承
擔了4500多億元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

建 「野戰軍」渝富
2003年重慶渝富集團正式成立，作為資產管

理公司處置國有企業在銀行的不良貸款，公司實
收資本包括整合資源注入的股權和國有土地資產
。一位研究經濟的學者稱， 「渝富找到了市場上
還沒運轉起來的東西，讓他運轉起來。同時找到
了運轉的平台，兩件事情做好，時間換空間，資
本就從小到大」。

重慶渝富將陸續注入的土地資產做抵押獲得
21.7億元長期貸款，拿下重慶工行107億的不良資
產包，然後再由債務企業回購該公司持有的債權
。在這種模式操作下，渝富處置和消化國有企業

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不良資產300億元，恢復企業
生機。

廖慶軒坦言， 「其實打包處置的首創出自時
任天津市長的戴相龍，不過重慶邁的步子更大，
整體推進，全盤激活」。重慶市長黃奇帆曾把渝
富比作 「野戰軍」，既能幫助各大國企集團打陣
地戰，又能在攻堅戰時提供資金助其發展。

重組 「精銳部隊」
縮短企業管理鏈，滅掉 「空殼」公司，才能

使國有資本向核心企業集中，廖慶軒說。
2004年起，重慶國資委已滅掉近千個 「空殼」

。僅重慶化醫控股集團，就退出20戶，其收入卻不到
集團總收入的1%，對集團資產負債率的影響卻達5%
以上。此外，重慶市國資委還推動60家企業實現破產
終結、80家企業進入破產司法程序。

化醫集團、西南證券、機電集團、重慶銀行
、重慶農商行等在渝富的支持下成功重組，為企
業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面對重慶國企厚實的成績單，廖慶軒更看注
發展中從未放鬆過的國資監管。 「監管其實是國
資委的核心工作，也是重慶國資不斷壯大的關鍵
因素」，廖慶軒表示，未來的國資監管工作將更
強調監管者的專業素養和嚴格的監管程序，否則
國有資產很容易悄然流失， 「國有資產不僅要能
做大做強，更要管好保護好」。 （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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