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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都市是国务院批准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3年以来，成都在科学发展、城乡统筹的纲领下，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探索，逆转城乡收入差距扩
大的趋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为了研究成都的实践经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成综合课题组，在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
题为《还权赋能：奠定长期发展的可靠基础》的综合报告与九份专题报告。
本项研究发现：成都统筹城乡的经济基础，是主动调整土地政策、改革征地制度，适当增加农民和农
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收益的份额。
成都的改革可以概括为：增加现存征地制度的弹性，探索在非征地模式下配置土地，以确权为基础，
为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全面改革征地制度准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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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在著名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上新组建的、一个以综合性社会
科学研究为主的科研教学机构，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规范化、本土化，推进学科体系、学
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国家发展研究院将以国家发展为中心议题，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与现代化的实践，前瞻性地提出重大
的战略、制度、政策和基础理论问题，持续关注全球格局的演变，参与改革发展与建设国际新秩序的
高层对话⋯⋯
详细内容清查看：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4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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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蛟龙工业港的创办者不是任何一级政府，而是民营企业家黄玉蛟。
这位来自重庆贫困农村的民营老板，从自己早年创业的艰难经历当中，发现了一个潜在商机：为众多
中小企业提供办厂的场地和其他服务。
凭多年积累的资本、融资能力和一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劲头，黄玉蛟和他的团队先在青羊区小试身
手，后来又到双流县大展拳脚，终于把“民办中小企业集中区”从构想变成了现实（见专栏0－5）。
　　蛟龙工业港的第一期在青羊区文家乡，占地1平方公里；第二期在双流县东升镇和九江镇，方圆4
平方公里。
两地都处在成都市三环以外、外环以内的办工业黄金地带。
从景观上看，区内标准厂房整齐分布，道路、电力、通信设施齐全，宿舍和商业配套大体成形，俨然
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现代化工业园区。
查阅数据，如今的蛟龙工业港已有500家中小工业企业入驻，总就业约10万人，年度创造GDP过10亿元
，缴税1.5亿元。
从园区厂房的空置率几乎为零，外加招商记录上共有200-300家公司等待入园来看，蛟龙工业港即使在
当下经济寒流的冲击中也颇受中小企业的欢迎，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这个园区最受中小工业企业欢迎的地方，是方便加便宜。
“方便”就是入驻手续简明，进驻后服务周到。
其实在各地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中，多数工业园区都比较方便。
如果说蛟龙工业港有更胜人一筹的地方，那就是它是由中小民营企业家办的园区，更了解中小企业的
实际需要。
另外，没有“官办”地位，蛟龙工业港唯有好好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才能立足。
　　“便宜”是蛟龙工业港的核心竞争力。
第一，这里的基本模式是出租标准厂房，并不要求中小工业企业买地买房。
第二，这里的厂房租金，比周围其他工业园区略低。
加到一起，有意人驻的中小工业企业只要付得起一小笔租金，就可以到蛟龙工业港施展拳脚了。
比较一下：得一处2 000平方米的标准厂房，算上配套土地一般占地5亩，若按国家征地然后招拍挂的
模式，要100万元（每亩20万元）购地费，外加每平方米1 600元的厂房建安费，总价当在400万元以上
。
若到蛟龙工业港呢？
先预付2万元定金，以后每月再付1.4万元的租金（每平方米每月7元），2000平方米现成厂房就归你所
用！
诚然，在前一种模式下，业主投资后也许还可以享受土地厂房日后的增值，而后一种模式下的土地厂
房增值归蛟龙工业港。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先起步更重要；起不了步就没有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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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共收录了9篇专题报告，主要对国务院批准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的实
践经验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具体内容包括以土地整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统筹城乡发展、成都市灾后重建土地资源政策研究
、锦江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调研、土地税费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还权赋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