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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头登记让人犯晕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
定，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
都属于不动产。不动产权利的主体、来
源、期限、权利变化等内容应记入不动
产登记簿。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
法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

据悉，纳入登记的不动产权利包
括：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权；森林、林木所有
权；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
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
权；海域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
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

长期以来，我国不动产登记弊端
丛生，政府一直酝酿进行改革。据了
解，我国不动产登记信息分散在住
建、农业、林业、国土等部门，多部
门登记导致不动产权利归属不明确，
引发矛盾和纠纷，增加了当事人的负
担和交易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一
些地方和部门还利用杂乱的信息登记
漏洞私设程序“创收”牟利。

此外，我国不动产登记依据多头且混
乱，除物权法外，房屋登记有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土地登记有土地法，林地登记有
森林法，草原登记有草原法，农村承包土
地登记有农村土地承包法，水面、滩涂的
养殖使用权登记有渔业法。

业内人士分析，各部门登记方法
和规程等不一致，容易导致登记出
错。为进一步提高不动产登记的公信

效力，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和市场
的良好秩序，急需建立全国统一的不
动产登记制度。

保护不动产权利人权益

很多人认为，不动产统一登记的主要
目的是反腐、征房地产税。法学博士程啸
则认为，无论是反腐、征税，还是调控房地
产市场，都不是不动产登记制度真正的、
最基本的功能，而只是不动产登记制度附
属的或者说是派生的功能。“如果将派生
或从属的功能当作不动产登记的主要功
能、基本功能，就会扭曲整个不动产登记
的规则与体系，使不动产登记制度真正的
功能无法发挥。”程啸说。

“通过将不动产的自然状况及其上
存在的各种物权清晰、真实、准确地
记载在不动产登记簿上，并向外界加
以公示，就能够实现不动产登记制度
的维护不动产交易安全、提高不动产
交易效率、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权益
这三大基本功能。”程啸指出。

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好处
很多，律师韩德云认为，第一，便于
切实维护所有权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结束不动产登记管理的混乱
状况。第二，便于提高行政管理机关
效率，保证物权状况的公开和明示，
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损害权利人
的利益。第三，便于维护社会公平，
促进物尽其用，定分止争。对老百姓
来说，私人财产权属明晰，创造积累
财富的劲头会更足。

实施推进还需完善细则

随着不动产条例实施临近，市场的担
心也在升温，比如只有条文但没有细则，
在全国范围内落实将比较艰难。国土部地
籍管理司司长、国土部不动产登记局的首
任局长王广华表示，目前国土部牵头制定

《实施细则》已在征求国务院36个部门和
全国31个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意见。同时，不动产权籍调查的有关政策
意见也在抓紧起草，力争在3月1日《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前出台。

国土资源部日前举办了不动产登
记工作第三次部际联席会议，要求具
备颁发新证条件的地区，正式启用统
一的不动产权证书，力争2015年底全面
颁发新证书。

联席会议还要求各部门督导地方
加快职责和机构整合，确保先行地区统一
登记窗口设置到位，颁发统一证书准备就
绪；尽快颁布统一的登记簿册和证书，与

《条例》实施同步启用；抓紧健全《条例》的
配套制度并做好逐级培训，制定出台《条
例》的实施细则以及不动产权籍调查指导
意见；加快信息平台建设，今年上线试
运行，2016 年拓展扩容，确保 2017 年全
面运行；完成国家层面统一登记窗口
正式运行的技术准备工作。

内外交困倒逼转型升级

近日，有媒体将微软诺基亚关停东莞的
工厂、一些日本企业转移在华生产线等现象
与近期走低的经济数据相联系，进而悲观地
预测“更密集更大规模的制造业倒闭潮很可
能会在2015年1月至2月中旬爆发”。

1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28 个月
来首次跌破荣枯线，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10.8%等疲软的短期数据，的确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制造业困境，但同时，人们不应忽视
更为精细的经济数据所蕴藏的重要信号。

海关统计表明，2014年中国铁路设备
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22.6%，铁路技术出口
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工信部的最新数
据则明确地印证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步伐：去年全年，我国累计淘汰落后水泥
产能8100万吨；重点大中型企业吨钢二氧
化 硫 排 放 下 降 16% ， 烟 粉 尘 排 放 下 降
9.1%。与此同时，国产核电用钢在世界首
座第三代核电项目CAP1400实现应用，规
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则同比增长
了12.2%。

“企业优胜劣汰恰恰是经济机体进行
正常新陈代谢的表现。如今中国制造业尚
处于转型阵痛期，确实比较纠结，但‘倒
闭潮爆发’、‘熬不过2015年’这样的观点
就未免危言耸听了。”武汉科技大学金融

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

产业优势仍具竞争力

中国制造业是否优势不再？悲观的理由
其实并不多。专家指出，庞大的国内市场、完
整的产业链布局、持续的扶持创新政策、日益
增强的自主研发能力等，都是新常态下中国
制造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坚强柱石。

以科技创新活动为例，2014年我国全
社会研发投入 （即R&D） 预计达到1.34万
亿元，其中企业支出占76%以上；R&D占
GDP 比重将超 2%；全时研发人员总量预
计可达世界第一。科技部部长万钢稍早前
指出，中国在一些科技领域已跻身世界前
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变为“并跑
者”，甚至是“领跑者”。

“尽管当前钢铁、水泥、玻璃、煤炭
等领域仍存在过剩产能，但也需要看到中
国制造业完备的产业链体系和完善的配套
能力。随着创新水平的提高，产业链上游
的研发设计环节将与产业链下游的销售服
务环节一起，成为制造业整体层次提升及
竞争力增强的动力源。”董登新分析，对
中国制造业而言，庞大的国内市场与外需
潜力都将为其平稳度过转型阵痛期提供宝
贵的时间和空间。

中 国 的 制 造 业 并 非 只 有 衬 衫 和 皮
鞋，“坐井观天”得出的结论难免以偏概
全 。 在 政 府 持 续 深 化 改 革 、“ 大 众 创
业”、“万众创新”得到空前鼓励的背景
下 ， 许 多 传 统 制 造 业 企 业 也 加 快 了 脚
步，在高铁、核电、工程机械、航空航
天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纷纷向世界擦亮
了“中国招牌”。

提质增效是必然出路

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分析人
士普遍认为，政府之手让位于市场之手，促
进相关产业提质增效，让“中国制造”升级
为“中国智造”无疑是一条光明的出路。

在董登新看来，当前中国的制造业主
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部分行业产能
过剩，二是许多企业还处在产业链低端。
而消化过剩产能，实现提质增效则应从国
企和民间两个层面寻求突破。“一方面，拥
有过剩产能的企业多为大型国企，这个部
分可以通过主动淘汰落后产能、资产并购
重组来实现提质增效；另一方面，政府一系
列简政放权、定向扶持的举措让广大中小
民企得到实惠，他们释放的创造活力将为
中国的制造业注入新鲜血液。”董登新说。

中国制造业提质增效也将会是一个渐
进但明确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从研
发投入到研发成果，再到产能转化，这里
面存在一个滞后期，而市场配置资源也需
要一个时间。因此，不必纠结于短期数据
的下滑，这也是新常态的一个特征。”董
登新称。

专家预计，中国制造业的不景气还会
维持一段时间，但有望在一至两年内结束
探底，展开新一轮更高质量的增长，成为
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支柱之一。

十类不动产统一登记 搭建全国性信息平台

楼市有望首次全面摸清家底
本报记者 罗 兰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将从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今后，包
括集体土地、房屋建筑所有权等在
内的十类不动产将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统一登记。专家称，将来楼市有
望全面摸清家底。国土资源部表
示，下一步将抓紧出台不动产统一
登记实施细则，尽快颁布使用统一
的簿册证书，同时启动不动产统一
登记信息平台建设。

产业调整是常态 转型升级再蓄势

制造业向世界擦亮“中国招牌”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产业调整是常态 转型升级再蓄势

制造业向世界擦亮“中国招牌”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岁末年初，一系列短期经济数据的疲软让对中国经济
担忧的声音再度响起。日前，有舆论指出中国制造业的倒
闭潮早已开始，并担心中国制造业可能熬不过2015年。对
此，专家指出，市场经济下企业优胜劣汰是经济机体正常
的新陈代谢。未来，中国制造不仅不会出现倒闭潮，还将以
全新面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支柱之一。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3 日电 （记者王优
玲）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近日说，我国
服务外包由快速增长转为常态发展。1月，我
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 48.4 亿美元，
同比下降5％，执行金额47.5亿美元，同比增
长14.8％。

据介绍，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和日本
为国际服务的主要发包市场。1月份，我国承
接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和日本的离岸服务
外包执行金额分别为 13.2 亿美元、8.1 亿美
元、6.2 亿美元和 3.4 亿美元，占执行总额的
64.9％。

据新华社北京2月 24日电 （记者林晖）
新春佳节，百姓餐桌上离不开各类新鲜果
品。记者从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获悉，我国果
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近1/4，是名副其实的生
产大国，但由于缺乏品牌建设，面临着“低
价行销”困局。

果品产业是我国农业种植业中继粮食、
蔬菜之后的第三大产业。来自中国果品流通
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果品产量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一直位居世界首位，目前产量占
世界果品总量近 1/4，是名副其实的生产大
国，但还不是果品贸易强国。2013 年，我国
果品贸易量只占世界果品贸易量的7.4％。

据新华社太原 2月 24 日电 （记者吕晓
宇） 相关数据显示，在煤市持续萎缩的常态
下，煤炭电子交易市场呈“双增”趋势，煤
炭行业正加速推进电商模式。

到去年底，煤炭最重要产地“三西 （山
西、陕西和内蒙古西部） ”地区煤炭电子交
易发展迅速。中国 （太原） 煤炭交易中心注
册交易商达 9787 户，遍布全国 31 个省 （区、
市），现货交易超过 13 亿吨，交易额达 6520
多亿元，成为全国交易量最大的煤炭交易中
心。内蒙古煤炭交易中心交易量超过 9000万
吨，陕西省煤炭网上交易量突破1亿吨，神华
集团煤炭交易网同比成交量增加近1.8倍。

我国服务外包转为常态发展我国服务外包转为常态发展

我国已成为果品生产大国

煤炭“网淘”扩张迅猛

2月23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一团
农民采用新型播种机和顶
凌播种技术抢时播种春小
麦。当日，该地区机声隆
隆，人头攒动，种植的
12 万 亩 春 小 麦 全 线 开
播，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一
派繁忙的生产景象。

杜炳勋 闫志江摄
（人民图片）

新疆新疆：：
早春二月早春二月
春 播 忙

四川：春茶进入采摘期

羊年新春佳节，适逢四川眉山市青神县
种植的5万亩茶叶陆续进入春茶采摘期，当地
茶农抓紧进行采摘，在茶地里辛勤劳作度新
春。 姚永亮摄 （人民图片）

江苏：新春用工万人应聘江苏：新春用工万人应聘

2月22日，在江苏金湖新春首场企业用工
大型招聘会现场，由该县160多家单位提供的
8000多个岗位，吸引逾万人应聘求职。

吉尔云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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