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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融资债台高筑 土地收入难抵本息

地方政府为还欠账“崽卖爷田 ”
本报记者 罗 兰

国家审计署最近的审计结果显示，我
国部分地区债务规模有扩大趋势，债务风
险凸显。为进一步了解情况，审计署将下
大力气进一步摸底。!月 "#日，审计署发
布消息称，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
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
专家表示，对地方债总量扩张可能引发的
危机要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应尽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发展实体经济，降低对土地
财政的依赖，尽快叫停卖地还账的做法，
切实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部分地区债务风险凸显

近两年来，一些地方债务逐步攀升。
根据审计署公布的 $%个地方政府 &'()年
以来政府性债务的审计情况，截至 &')&

年底，上述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 $*#+万
亿元，两年以来增长了 )&*,-.。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隐患。”中国审
计署外交外事审计局局长马晓方说，两年
来，有 -个省和 #个省会城市本级增长率
超过 "'.，有 ,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
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已超过 )''.，最高达
)#,.。

这些背负巨额债务的地方政府，在融
资和偿还能力上都存在诸多问题。审计署
有关负责人指出，一些地方通过信托、
/0（建设1移交）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
融资问题突出，隐蔽性强、筹资成本高，
蕴含新的风险隐患；融资平台公司退出管
理不到位，部分融资平台公司资产质量较
差、偿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还存在违规
担保、违规融资、改变债务资金用途、债
务资金闲置等问题。

从还债能力看，有些地区过度依赖土
地收入，-个省和 (!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
负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有 ++.承诺以
土地收入偿还，但这些地方 "2(" 年需还
本付息额已达其可支配土地收入的 (*"+

倍；高速公路、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债务规
模增长快、偿债压力大、借新债还旧债比
率高。

快出政绩短线思维作怪

部分地区敢于大肆举债，究
其原因还是领导为快
出 政 绩 ，
只顾眼前
不考虑长远
发展的思路
在作怪。
“由于地

方债务多用来
进行公共基础
性建设，所以它
的偿还能力存在
很多不确定性。”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
金融研究中心副主
任奚君羊指出，加
上“举债”的数字规
模远远大于地方政府
的偿还能力，因此使
得地方政府最后“债台
高筑。”

借债不怕，关键是
是否能偿还。事实上，很
多地方过度依赖土地收入偿债的做法越来
越难以为继。国家审计署公布的《3%个地
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显示，
(# 个省会和直辖市，有 (! 个承诺以土地
出让收入来偿债，比例高达 ,+.。

随着土地出让收入增幅的下降，部分
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偿债
需求。 《审计结果》 显示，由于 "2(" 年
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地方偿债压力加
大："2("年底，-个省本级、(!个省会城
市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需偿
还本息 "3(+*!3 亿元，为当年可支配土地

出让收入的 (*"+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曹建海表示，一大半的债务要靠
土地财政来偿还，充分
表明地方政

府财政状
况已经被土地财政绑

架了，而这显然给中国经济带来
了一系列不利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当前房
价泡沫越吹越大。

绩效评估仍需要精细化

对于地方债务总量不断扩张有可能引
发的危机，审计署表示，要高度重视，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进一步清理规范融资平台公司，抓紧
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管理和风
险预警机制，实现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全
口径管理和动态监督，切实防范地方政府
性债务风险。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吴卫星认为，解决

地方政府
债务的问题可能需要

更加精细化的绩效评估。出于城
镇化的需要，很多地方政府可能还需要大
幅度负债以实现地方经济目标，如果仅仅
控制负债规模，会使得地方政府去寻求非
正规渠道解决融资问题。这时需要把地方
的经济目标分解，要明确哪些目标是合理
的目标，哪些任务是地方政府必须完成
的，哪些是可以交给市场解决的。
“地方政府必须对其依靠负债获得资

金的使用效率负责。政绩的考核也不应该
只关注其地方经济的短期效果，而应该对
更为长期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吴卫星
建议。

城市间暗中较劲 高楼数直逼美国

摩天大楼不能任由疯狂生长
!已有 -!2座 !在建 33"座 !规划 +(%座

本报记者 周小苑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建和计划建设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不断刷新着“最

新”和“最高”的纪录，引发了社会公众的热议。尤其是近日在湖南长沙开工建设的“天空之

城”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这个号称高达 !"!米、比目前世界第一高楼迪拜的哈利法塔还要高

#$米的摩天大楼，受到广泛质疑。中国真的需要这么多摩天大楼吗？过度追求高楼大厦表面

的光鲜靓丽真的是城市发展的必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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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利率上限有利农村

取消农信社的利率上限，短期内可能带来

市场波动。但长期来看，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

用下，“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在农村市

场“此起彼伏”的博弈中，信用社贷款利率上

升、高利贷贷款利率下降，利率会逐渐趋于均

衡，并最终下降。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
室副主任李国祥表示。

"加快推进消费信贷发展

中国要想更好支持制造业发展，释放消费

潜力，应加快推进面向消费者的金融贷款服务。

这一创新服务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建议。

"企业发展要靠内生动力

一些企业往往期待刺激性政策带来市场，

但对政策的依赖决定了这种增长只能是阶段性

的，随着政策效果的稀释，利润增幅必然出现

下滑，企业缺乏发展的长远内生动力。这些企

业需要主动调整经营思路、加快技术研发，靠

内生动力走出发展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罗仲伟说。

"极限增长将付出大代价

!*+.的经济增速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

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一个很漂亮的经济数据。

中国如果继续走原来的高速发展道路，那将是

一种极限增长，付出的代价必然比较大。所

以，要想走得远，现在就要慢下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
书长张燕生表示。

（柴秋实 王恺文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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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房地产行
业的迅猛发展，比肩林立的写字楼和商业中心逐渐成
为中国各大城市兴盛繁荣的标志，尤其是超过 (+"米
高的摩天大楼数量更是不断创出新高。根据《"2("摩
天城市报告》显示，中国大陆拥有非住宅类摩天大楼
总数 -!2座，在建为 33"座，规划为 +(%座；而美国
现有同类摩天大楼为 +33座，在建 %座，规划 "-座。
预计至 "2""年，中国摩天大楼总数将达 (3(#座，是
美国 +3%座的 "*3倍。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全国各地建设大楼

不断“求新”、“求高”，似乎成了各城市之间无形的竞
赛。去年，正在兴建的中国第二高楼湖北武汉绿地中心
尽管已高达%2%米，但仍计划更改规划进行拔高，冲击
中国第一高楼；紧接着，高达%%2米的深圳平安金融中
心已经开建；随后，已经列入规划的山东青岛!!!大厦
则高达!22米，如果建成将再次刷新中国第一高楼的纪
录。
但是，这些摩天大楼都可能还不是中国最高的，直

到近日，欲与世界第一高楼试比高的长沙“天空之城”
终于浮出了水面。

事实上，自从“天空之城”这个号称要在 !个月
内建成世界第一高楼的项目开工之时，社会公众对其
质疑之声就不绝于耳。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仲继寿表示，虽然并不是一定要反对建
设这些高楼，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建设，应该达到什么
样的性能，是不能以单一高度作为标准的。
此外，“天空之城”惊人的建设速度更是存在

质量和安全的隐忧。在宝佳集团总建筑师鲁萌看
来，摩天大楼这么快的建设速度有点不靠谱。他表
示，强调速度的同时，意味着牺牲质量，因为施工
过程中水泥强度、混凝土、柱都需要一个过程，钢
结构也需要一个应力的适应过程。大楼也是有沉降
过程的，比如说一座楼 (2 层的时候是一个重量，
(22 层、"22 层又是不同的重量，会造成下面地基
基础的变形，只有稳定了才能再往上盖，这些都需

要时间周期。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也认

为，“天空之城”所宣称的这套建造技术在国际上
没有先例，具有极大的实验性质，建成以后要经过
严格的安全检测。此外，该项目承诺造价相对又是
非常低的，因而只有两种可能，要不就是在建造技
术上有惊世之举，要不就是一个骗局。

“各个城市在争相建设更高的大楼，是为建设
城市名片，提升城市形象。”在仲继寿看来，建设
高楼大厦最初本身是为了节约土地4为了在城市中
心享用更好的交通、医疗、就学等公共设施，适当
提高容积率，让更多人享用公共设施。但是现在却
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
在为城市争得光环的同时，这些摩天大楼也为

城市发展埋下隐忧。就自身而言，在消防、抗震等
方面它们表现得更为脆弱；对城市而言，它们对地
下设施、交通的潜在影响难以估测。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宋颂兴表示，虽然建高楼

的时候，可能会为地方的 567带来比较快的发展，
但是过度建设却推高了房
地产泡沫。从市场的经济
角度来看，往往大楼越
高，成本越高，后期维护
等问题会不断涌现。地方
政府在推动高楼建设的时
候容易，但是如何跟城市
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就
很难了，所以不能面对高楼
头脑发热，不理智地建设过
多的高楼。
那么，未来中国摩天大

楼的建设应该遵循什么标准
呢？仲继寿认为，在国内争
建高楼大厦的同时，不能只
考虑单一“高度”的指标，
而是要考虑设备系统的安全
性，尤其是要考虑环保节能因
素。

!"!!年将达 #$#%座

! 月 &% 日，来自新疆喀什地区的 (-% 名离

退休老人乘坐旅游专列来到被誉为“人间净土”

的新疆喀纳斯景区游玩。据介绍，这些老人退休

前全部工作在基层一线，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乘坐

火车来到北疆。

图为来自喀什地区的老人们乘坐游艇欣赏喀

纳斯湖美景。 新华社记者 赵 戈摄

退休老人游喀纳斯

“江南吐鲁番”喜丰收

浙江省长兴县葡萄种植总面积已达 3*!& 万

亩，预计 &2(3 年总产量将达 -*3 万吨，实现产

值 &*!亿元以上，成为提高当地百姓收入的重要

产业，也带动了当地的乡村旅游，长兴县由此成

为名副其实的“江南吐鲁番”。

图为一名小女孩在家人的帮助下采摘葡萄。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质量和安全存隐忧

别拿高楼当城市名片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客运专线———兰新铁路

客运专线 （甘青段），

日前已进入了电气化施

工阶段。中铁电气化局

三公司的工人们，从

&2(3年 -月开始，克服

了高原反应、交通不

便、生活条件差等困

难，日夜奋战在平均海

拔超过 3(22 米的施工

路段上。图为 ! 月 &#

日，在青海省门源县境

内的施工现场，工人们

将接触网支柱安装就

位。

新华社记者 王 颂摄

兰新铁路
客运专线
加紧建设

商海春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