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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眼看市】

基础设施托举起来的

不只是铁路、桥梁、港口和

机场等实务形态，更能擎

起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

纽经济等价值形态，且多

层次的一般贸易、加工贸

易、服务贸易、采购贸易以

及口岸贸易和跨境电商借

助于此可快速溢出经济增

长、就业扩张以及民生改

善的诸多红利。

【环宇杂谈】

新形势下的城中村改

造，目的是要将城市标准

的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覆

盖到城中村，让住在里面

的人享受到均等化的城市

公共服务。

【念念有余】

现在全民几乎都识

字，都会拍照摄影，历史

事件基本上都会被记载

下来。

张锐

从 10年前发起倡议，到如今纵

深推进，“一带一路”走过了春华秋

实的阶段性非凡里程。作为广受欢

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当今世界范围

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秉承共同打造政治互

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务

实使命，不仅在每一个领域潜心精

耕细作，而且批量运作出了气势磅

礴与恢弘壮观的无数大手笔，尤其

是作为区域或者全球层面的经济融

合核心引擎，“一带一路”彰显出的

超级能量可谓无与伦比，实践中所

沉淀出的累累硕果更显特别厚重与

饱满。

开放与包容：经济融合
的宽大高地

“一带一路”不仅表达出了十分

明确的对外开放诉求，而且其自身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放公共产

品，但与一般意义上的开放完全不

同，“一带一路”则是将开放与连接

更为紧密地耦合起来，在强调“开

放”的基础上，重点突出“连接”的价

值。因此，“一带一路”的开放绝对

不同于历史上马歇尔主义敞开“钱

袋子”面对西欧国家的简单输血，更

不同于战后美国拉开“钱匣子”面向

日本的直接撒钱。

首先，“一带一路”的开放实现

了与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

的连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

带一路”最为优先的投资建设领

域。数据显示，2013年至 2022年，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双向投

资累计超过 2700亿美元，与共建国

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

5.8%，形成了公路与铁路网、连线港

口以及油气管道、跨界桥梁、输电线

路、光缆传输系统等在内的批量基

础设施建设成果。

其次，“一带一路”的开放实现

了与产业链、供应链的衔接。中国

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

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500种

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四成以上产

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这种非常健

全的工业体系无疑有利于中国与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产业对接以

及分工协作方面做出优化选择；另

一方面，中国已进入产业结构升级

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

各国形成产业关联与产能协作后无

疑可以带动相应国家工业化和产业

结构的升级，进而培植出更有竞争

力的产业体系。

第三，“一带一路”的开放实现

了技术共生、产业共生及市场共生

的多元立体链接。通过产业转移过

程中知识技术的水平溢出和垂直溢

出以及各种技术合作，实现先进技

术与管理经验的彼此借鉴，以及在

此基础上模仿、吸收、消化和再创

新，最终混合与嫁接呈现新的技术

业态；同时共建国家的产业对接与

衔接可以完善和拓展产业价值链，

并利用产业的上下游关联效应推动

价值链升级；此外，产业的深度融合

有利于打破贸易壁垒，便于双边或

多边市场的嵌入与融合，放大市场

的规模效应。

基础设施的连接、产业链与供

应链的衔接以及多元立体的链接，

实现了商品与要素流动的快速畅通

以及高效配置，推进了贸易与投资

的便利化进程，降低了市场交易成

本，同时也使作为“一带一路”倡议

方的中国赢得了更多国家的信任投

票。英国剑桥大学民主未来中心的

一项调查数据发现，发展中国家对

中国有好感的民众超过了 62%，而

更值得关注的是，十年间，中国与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年均进

出口贸易额从2013年的1.04万亿美

元增加至2.07万亿美元，翻了一番，

年均增长8%。

合作与共享：经济融合
的强大驱动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

一个经济体与国家追求经济发展

与民生改善，仅靠一己之力都难以

成功实现预期目标。对此，“一带

一路”倡导和平合作、主张利益共

享，推动全方位融通，目的是充分

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经验与模式

优势、资金优势以及技术优势等，

并将这些要素优势转化为市场与

合作优势，同时利用与开发带路各

国的资源与要素比较优势，实现优

势互补，在此基础上完成集成创

新，推动优势资源的聚合与裂变，

激发与释放出更大规模的区域经

济能量。

首先，“一带一路”并没有封闭

性线性突进，而是积极寻求与各国

区域发展规划的有机对接。“一带

一路”属于宏大经济地理空间发展

战略，发挥好作为公共产品的牵引

与导向作用，必须在不同的地理空

间单元寻找可以落地生根的平台，

对此，“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与俄罗

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战略”、印度

尼西亚“中等强国战略”和“21世纪

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哈萨克

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蒙

古国“草原之路倡议”、欧盟“欧洲

投资计划”，以及埃及“苏伊士运河

走廊开发计划”等实现了对接与合

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批标志

性项目。

其次，“一带一路”并没有孤立

性盲目推进，而是主动谋求双边力

量的策应与整合。数据显示，中国

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

织签署了 23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按全球近 200 个国家计

算，共建“一带一路”得到了世界上

超过3/4的国家积极支持；如果按中

国建交国182个计算，超过80%的建

交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已不

是中国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

唱协奏。

第三，“一带一路”并没有偏执

性自我发力，而是在更大范围内积

极寻求作为建设核心部位的资金融

通与聚合。除了共同推进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的筹建外，中国还与有关各方就建

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展开建设

性磋商，同时以最快的速度推动了

丝路基金的组建与运营；不仅如此，

中国还与许多国家及不同经济体的

银行联合体就银团贷款、银行授信

等业务展开务实合作，同时 10年间

与“一带一路”上的17个共建国家建

立人民币清算安排。

共赢与普惠：经济融合
的巨大红利

任何一种开放性和国际性公共

产品，只有展示出十分明显的共赢

与普惠属性方可形成强大的共鸣。

对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而言，

其不仅仅是项目参与者与力量贡献

者，更是利益分享者与成功分享者。

在“一带一路”所关联到的项目

品类中，最能直观看到的就是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所释放出的红利。亚

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表明，内陆国家

基础设施贸易成本每降低 10%，其

出口将增加 20%。比利时布鲁盖尔

研究所的相关研究更揭示了基础设

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发展

的重要作用：交通成本下降对国际

贸易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控制

第三国效应等变量后，共建国家铁

路、航空及海上运输成本每降低

10%，能分别提高国际贸易约 2%、

5.5%和1.1%的水平。

理论推测也仅仅只是一种主观

认知，作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基

础设施，中欧班列加速度所跑出的

成果更是可圈可点。中国国家发展

改革委数据显示，中欧班列通达欧

洲 25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200 个城

市，以及 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超过

100个城市，10年来累计开行 7.7万

列，运送货物 731 万标箱，货值超

3400亿美元。除中欧班列外，还有

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雅万高

铁以及蒙内铁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

所外溢出的超级红利，其中西部陆

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承载的货物

流向通达全球 100多个国家的 300
多个港口，印尼雅万高铁(雅加达至

万隆)开通后，两地间最快通行时间

由原来的3.5小时压缩至40分钟，中

老铁路（中国边境到万象）落成后两

国运程只需4个小时，多山缺路的老

挝从此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

非洲蒙内铁路（蒙巴萨至内罗毕）开

通后拉动当地经济增长超过 2个百

分点。

综合来看，基础设施托举起来

的不只是铁路、桥梁、港口和机场等

实务形态，更能擎起通道经济、口岸

经济、枢纽经济等价值形态，且多层

次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

易、采购贸易以及口岸贸易和跨境

电商借助于此可快速溢出经济增

长、就业扩张以及民生改善的诸多

红利。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

去年底，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建设

的 境 外 经 贸 合 作 区 累 计 投 资 达

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 42.1万个

就业岗位，同时，根据世界银行发布

的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已在全球

范围内帮助 76万人脱离极端贫困，

帮助320万人脱离中度贫困。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
济学教授）

经济融合：“一带一路”的精彩大手笔

余胜良

我在深圳南山博物馆《晋国六

百年》展览中，第一次看到一个叫

“倗”的国家，如果不是倗国国君的

墓地被发掘，如果青铜器上没有记

载这个国家的名字，这个国家会消

失在历史长河中，不留任何踪迹。

倗这个国家尽管是少数民族，

但是被分封的位置很好，位于山西

省南部的绛县，位于横水一带，距周

朝核心城市洛阳，以及周的都城镐

京都不远。有人推测，这个族群和

西周关系好，跟着武王伐纣胜利后

获封。但是史书从来没有记载这个

国家，这个国家好像没出现过一样。

青铜器就有这样的优点，它们

颜色可能有变化，当时样子基本上

不会变，能保存很多年，这应该是当

时统治者赋予青铜器神性的原因

吧，后期记载文字的龟背、牛骨、竹

简，都没有这么强韧。但是青铜器

也有缺点，承载字数有限，所以即使

筑了一个符号，一个文字，也能与众

不同，那些有几十个字的，就会让青

铜器身价倍增，可以当做历史证据。

在倗国墓件青铜器中发现了刻

有“倗伯”和“倗伯乍毕姬宝旅鼎

（盘、簋）”铭文，倗伯和他的妻子毕

姬的墓葬都很豪华，后者的墓葬在

某些规格上更高，通过这些不同寻

常之处，学者推测毕姬的“姬”是周

天子姓姬，毕姬应是周天子之女或

至少是王族之女，下嫁倗伯，血统比

倗伯高贵，毕姬墓中出土有周王室

宰相送给她的青铜鼎，说明她身份

不凡。

倗国墓出土了很多青铜器，风

格和当时的主流文化相同。倗国所

在的山西板块，有不少诸侯国，晋国

自武公开始，大兴灭国之风，先后吞

掉了霍、虢、虞、冀、黎等 17个国家，

都有据可查，但是倗国始终没有记

载。幸亏倗国属于当时的主流文明

体系，文字很容易破解，才能在近些

年考古发掘后重见天日。

一个存在历史不短，青铜器铸

造技术纯熟，和王族有通婚，位置也

不算偏远的侯国，偏偏没有被历史

记载，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因为

历史资料稀少，无法得知这个创立

者是谁，最终是如何消失的，发生了

什么大事件，现在人们了解这个国

家，只能通过墓葬的规格、出土器物

和文字倒推。

如果这个叫倗的侯国发生过希

腊史诗那样波澜壮阔的故事，由于

缺少记录，也跟没发生过区别不大，

我们后人都无缘了解了。我们后人

了解的，都是被幸存下来的文字记

录下来的那些历史，殷墟出土的文

字，也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但是内容

太少，传世不易，比如妇好在甲骨文

里提了 2000多次，司马迁在《史记》

中却没有提及。这说明历史记载断

代了，和商有关的记载可能被刻意

隐藏了，只剩下一些神话传说。我

们熟知的武王伐纣，主要借助《封神

榜》这样的故事传播下来。

历史传播大多要借助文学作

品，比如国人对三国历史了解得相

对比较多，三国时期故事精彩，谋士

和武将能人辈出，《三国演义》功不

可没，其他时代可能也有类似的故

事人物，但是缺少传神作品。

我们会发现，早期历史大多是

以神话故事的方式流传，主要是文

字记载比较少，文字或者还没创造

出来，掌握文字的人都比较少，要靠

口口相传，精彩的故事才能传播开

来，传播留世的只剩下神话。

因为文字记载少，难免没有被

记载，或者虽然记载下来，但因为种

种原因被篡改、销毁的情况，史官才

能记载历史，官方高度垄断话语

权。朝代更迭，还会审查前朝历史

记载。还有一些记载比较少，成为

孤本，出现意外也容易消失。

但是越往后，随着读书人越来

越多，事件亲历者有能力将事情记

载成为文字，一些知名人物、事件越

来越容易传播下去。现在全民几乎

都识字，都会拍照摄影，历史事件基

本上都会被记载下来。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从倗国的发现看历史偶然性

李宇嘉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下降 7.5%，跌幅较 1～8月扩大

了 0.4个百分点，跌幅连续 5个月扩

大。1～9月份开发投资下降 9.1%，

跌幅扩大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已

连续 7个月跌幅扩大。房企到位资

金同比减少 13.5%，降幅扩大 0.6个

百分点，降幅连续5个月扩大。

老生常谈的是收入、信心、预

期，但这只是表象。无论从供给端

死不悔改的同质化竞争（看谁价格

低、看谁赠送多），还是从需求端潜

力需求很大、现实需求很少（想买的

人买不起，有钱的人又不缺房，有需

求的买不到合适的产品）来看，房地

产的模式必须要有革命性的变化

了。近期国家在大力宣传三种模式

的城中村改造，就是这种新模式的

有力试水。

7月份，国家发布了城中村改造

的文件，并进行了总动员。有人认

为，城中村改造是棚改 2.0。其实不

然，在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

化的新形势下，断然不会再来一场

棚改，让供求关系更加积重难返。

新形势下的城中村改造，目的是要

将城市标准的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

覆盖到城中村，让住在里面的人享

受到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务。

最终目的是让城中村居民彻底

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笔者调研发

现，租住在城中村的，除了新市民和

年轻人，很多是已婚或拖家带口的

外来人群，且基于亲缘、乡缘聚集在

一个村里，长期租住于此，赚够了钱

或年老时再返回老家。对于日后购

置城市商品房并扎根这里，多数人

摇头、不抱希望，“由租转买”的比例

不足 3%。一来没打算，二来无法融

入城市，三来收入不支撑。

由此，我国大城市买房和租房

是“两张皮”，大部分人一辈子租房，

特别是在城中村租赁的人群。城中

村是城市里的农村，是城市化不彻

底的产物。尽管城中村的生产生活

已融入或半融入城市，但其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管理模式还是按照村

集体来供应，村民及居住在此的外

来人口、新市民也不认同自己已融

入城市，仍是外来人口或漂在城市

的边缘地带的另类。

城中村改造就是要破解这个难

题，两轨合一轨。按照住建部提出

的三种改造模式，拆除新建的按照

城市的标准规划、建设、管理；整治

提升的要按照文明城市的标准去进

行实施管理，守住安全的底线；拆整

结合的要将腾出的空间用于必要的

公共服务补短板。其中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将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

房结合起来，保留低成本、低租金、

容纳性强的底色。

国家指导意见及各地文件提出

了三种保障房的渠道，一是城中村

改造地块除安置房外的住宅用地及

其建筑规模按一定比例建设保障性

住房，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

保障性租赁住房。二是复建安置区

除了满足村民自住外富余的出租房

源，相对集中建设，并长期租赁用作

保障性租赁住房。三是对存量留用

的出租屋开展品质提升，吸引社会

力量做规模化长租房经营。

2022年，广深常住人口分别为

1873 万和 1766 万，广州大约 1/3 居

住在城中村，深圳有 1000万人住在

城中村。放眼珠三角，7800万常住

人口住房自有率仅 50%左右，3900
万左右的人群租房，一半左右住在

城中村。除珠三角，过去 20年城市

化快速推进、城市摊大饼扩张，超大

特大城市也诞生了大量城中村，多

的有 300个左右，少的数十或上百，

居住人口百万计。

楼市有效范围在缩窄，超大特

大城市是地产未来的基本盘。数以

亿计的外来人口、新市民、年轻人能

在城中村改造后融入城市，不仅能

租住成本低、体验好、品质高的保障

性住房、长租房，也能分享城市化的

公共服务（如子女教育），还能在保

留或就地转型的村内产业（临街商

业零售、餐饮服务）、村级工业园就

业，或在周边城市片区就业，这才是

真正的扎根城市。

由此，美好生活的需求就会不

断释放，“由租转买”、“租购并举”

的住房需求就会实现，地产“需求

断层”的问题渐进破解，这是我国

内需的基础，也是商品房市场可持

续发展的路径。当然，城中村的短

板和欠账很大，需要投入资金，也

需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国家上

位政策给了很多优惠，接下来就需

要地方政府加强政策创新，勇于担

当和突破。

（作者系房地产资深研究人士）

城中村改造 肩负重任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