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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的优势仍是潜
在优势

厉以宁教授一开始就直接点出了
河南的不足：

“河南省的优势通常归结为：人口
总量庞大，区位适宜，粮食产量高，文化
底蕴厚，城市集聚。但是人口总量大，
并不等于人才多；区位适中，并不等于
物流一定畅通，货运量一定巨大；粮食
产量高，并不等于农民一定是收入增
加；文化底蕴厚，并不等于已经成为文
化产业大省；城市集聚，也不等于城市
的辐射网已经很发达、城市对农村起到
充分的反馈作用。”

中原通道打通急需潜
在优势转化为现实

厉教授说，当前河南的潜在优势急
需转化为现实，如此“中原地区包括河
南省才能真正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增
长极之一，和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一
样”。

同时，也只有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
的优势，东西部的中原通道才能真正打
通，东西部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从而加
快大西部开发。

只有工农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
展、文化发展和繁荣，才是构建和谐社
会的重要支柱，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
势后，中原地区才能加快和谐社会的建
设。

关于城乡统筹，厉以宁教授认为：
“如果能够把城乡统筹实验区的做法和
经验结合中原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在中
原地区施行，那就必定大大加快中原地
区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再如，河南城镇
多，而要促进城乡一体化发挥城市群的
作用，也需要有政府的统筹规划，并得
到政策的支持。”

“正是更上一层楼的
好时机”

“现在的河南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
河南，河南经济总量已经处于全国前
列，正是更上一层楼的好时机。”

对于当下河南的情况，厉教授认
为，GDP 的结构比 GDP 的总量更重要，

“河南要看到，你的潜在优势，你的总量
GDP有优势，但是结构上达不到。”

另外，与此相对应，还有人力资本
的存量。厉教授希望，河南在人力资本
的存量上，也要积极提高，在建设中原
经济区中，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常言说：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
遇，大富靠智慧。河南提出要建中原经
济区，这就是一个大智慧，要写大文章，
用大手笔，才行。”

厉以宁步入会场的时候一直在笑，微笑着张望每一个
人。此外就是安静地倾听，即便在他掏出一块白手绢擦拭
眼镜的时候，也不忘带头向刚发言完毕的朱善利教授鼓掌。

他不时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亲笔书写的、圈改了很多处
的发言稿，认真查看、陷入短暂的思考。

在作压轴发言时，他说：设立中原经济区，时机已经
成熟。 晚报特派记者 张新彬 裴蕾 辛晓青 徐刚领

张翼飞 发自北京

厉以宁建言中原经济区
“正是更上一层楼的好时机”

河南提升经济实力需借力六大撬杆

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撬杆在哪里？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厉教授认为，为了构建现代产业支撑体系，需要加快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这里的一个重要战略性措施就是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并善于
利用资本市场。要切实有效地落实‘非公经济新 36条’，把资本引
入河南省新兴产业，并把河南省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推入资本市场，
包括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并争取早日在郑州试行第三板市场，让
未上市的股份企业得到产权交易的场所和融资平台。”

厉教授最后说：“这个做好了，自主创新就来了。”

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内需的撬杆在哪里？
给农民发房产证

厉教授说，最近他一直在对此进行调查，该问题的撬杆，第一
就是给农民发产权证，首先是房产证。

“现在讲财产性收入，但是农民他们没有啊，财产都没权啊，没产
权，你说他怎么还谈财产性收入。”厉教授请大家注意一篇文章，2010年
6月5日香港文汇报的头版文章，厉教授说，那是上海市嘉定区的经验。

他介绍：上海嘉定区农民将原来的宅基地交了，搬入新村以后
每家获得了 3套房，自己保留两套，出租一套，“这一来农民就有财
产性收入”。

“我刚带一个调查组去看山东威海，他们一个小区，名字还挺
有意思，叫‘小城故事社区’，每家给两套房子，自住一套，出租一
套，这样一来内需马上就扩大起来了。”厉教授告诉大家，上海嘉定
区农民的房子在 3年后可以自由买卖，都拥有房产证，山东的也有
城乡建设局发的房产证，在农信社可以抵押。

厉教授说，只有当农民都有房子可租的时候，中国城市的住房
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半，2亿多农户都有房子出租，如此大的规模将
极大拉动内需。

“这也是钱啊，所以说农民的收入马上就提高了，这就是撬杆。”

缓解就业压力的撬杆在哪里？
微型企业

“中国过去企业划分是分为大中小3类，在国外是4个类型，还
有一个微型企业，中国正在朝这个路走。”厉以宁说，自己刚刚从重
庆市回来，就在调查这个问题。

“重庆市规定，什么叫微型企业，凡包括投资者本人在内 20人
以下、创业资本金在10万元以下的，列入微型企业。当地大力鼓励

创办微型企业，政府给予减免税、财政补助、职工培训、贷款抵押、
登记注册和银行开户简化等优惠，这大大促进了大学毕业生、农民
工、退伍军人、城市下岗者、残疾人、库区移民创业就业。”

厉教授认为，这不但促进了全民创业，还带动了就业，“全国的
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这些就能带动1亿人就业”。

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撬杆在哪里？
农业产业链延伸

厉以宁认为，对于河南省而言，工农业协调发展主要依靠 3条
措施，首先就是通过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使农业高产、稳产，同时
使农业生产的加工链延伸，增加附加值，既提高农民收入，又增加
就业。

“大力发展物流产业，使河南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发挥，保证货
物畅流。无论工业、农业都将因此受惠。此外还要大力发展现代
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和科技咨询服务业。”

“农业的产业链拉长，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
的运输、农业机械、农产品物流，这将与工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发挥中原地区城市作用的撬杆在哪里？
提高城市生活质量

“农民问，搬到城里有什么好处啊？如果你不搬，家里就不安，
有孩子的要搬，到城里学校好啊，家里有病人的要搬，到城里看病方
便啊。”厉以宁以一个简单的设问，通俗地引起了农村和城市的话题。

厉教授说，进一步发挥中原地区城市的作用，撬杆就在提高城
市生活的质量，这样才能吸引农民愿意进城。但现在的城乡一体
化，依然是简单的、单向的，“就是由农村往城市迁移”。

他认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城乡一体化，应该是双向的。“农民进
城，房子可以抵押，他们是带资进城；城里人去农村投资，是带技术
带智力下乡，这样城市的作用就大了。”

促进黄淮地区生态平衡的撬杆在哪里？
集体林权改革

厉以宁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参加了很多省的国家林业
部门给的课题。“只有林权制度改革，真正让农民对林权的关切度
提高了，他才会造林啊，这不仅提高自己的收入，又满足了市场需
求，还保护了生态。”

“你把这个搞好，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中上游地区两个地
方，就掀起一个农民自觉的绿化高潮。”

厉以宁说，要
建设中原经济区，
必须进一步提升
河南省的经济实
力，这样才能使中
原经济区发挥自
己在全国社会经
济发展中应有的
作用。对此，厉教
授提出了 6 个建
议，并以“撬杆”来
形象地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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