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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 22 日， 安徽省宣布

撤销地级巢湖市，并对原地级巢湖市

所辖的一区四县行政区划进行相应

调整，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

市管辖。

这场行政区划调整让合肥面积

扩大了 40％， 从 6000 多平方公里变

成 1 万多平方公里。 而有数据显示，

中国特大城市基本都是 1 万多平方

公里。 此外，合肥、马鞍山、芜湖这三

个安徽省的中心城市无缝对接起来。

新华网认为，此次拆分无疑将极大地

增强安徽省省会合肥市的实力。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程必

定指出，这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心城

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在更大区域范围

内统筹安排生产力布局和基础设施

建设， 有利于全面提升产业转移水

平， 培育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增长

极。

此时，一篇题为《中国大手笔：拆

分河北省建首都经济圈》的文章在网

络论坛短时间被浏览近 2万次。 其措

辞与上述新闻极其相似。

山西财经大学一位学者告诉记

者，当国务院批复，撤销原地级巢湖

市居巢区， 设立县级巢湖市之时，一

个新的区域规划正在形成，新设的县

级巢湖市由安徽省直辖， 合肥市代

管。 原地级巢湖市管辖的庐江县划归

合肥市管辖。 无为县划归芜湖市管

辖；和县的沈巷镇划归芜湖市鸠江区

管辖。 由此，一个强大的区域性特大

城市———合肥市即将带动安徽引发

经济新增长点被演绎得异常红火。

事实上，2011 年，合肥市 GDP 达

到 3636.6亿元。 2012年，合肥生产总

值达到 4164.3亿元，占全省的 24.2%；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3.6%，分

别高于全国、 全省 5.8 和 1.5 个百分

点，继续保持省会城市前列，居中部

省会城市第一。

然而，此时，研究论证逾 20 年的

京津冀一体化却迟迟未能实施。 上

述学者认为， 行政区划是制约京津

冀一体化发展的最大障碍。 泛长三

角经济区以安徽为代表的中部省份

开始崛起之时， 京津冀都市圈却寂

静无声，因此，《中国大手笔：拆分河

北省建首都经济圈》 实际上是人们

对打破行政区划实行京津冀一体化

的盼望。

上述学者认为，该文章出现的背

景是在京津冀一体化上升至顶层设

计之前，彼时，正如文章提到的，国家

“十二五”规划中，将推进京津冀一体

化，发展“首都经济圈”纳入国家战

略。 文章作者认为，“京津冀都市圈”

规划有可能被“首都经济圈”规划所

代替。

传言三分河北

2014年，当保定楼市如火如荼喊

卖，“政治副中心”让京畿之地在短时

间内兴奋之后，一切便又归于平静。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 2014 年

2月百城房价指数则显示，今年 2 月，

河北的廊坊、石家庄住宅价格环比涨

幅分别为 2.33%、2.31%， 在百城中位

居涨幅第三、第四位，而衡水、保定、

唐山三城房价则出现下跌， 其中，保

定房价环比下跌 0.68%。

此前， 楼市报告显示，2011 年上

半年，全国楼市总体低迷，多数城市

商品房成交量下降，房价回落。 9 月，

房价指数显示，河北 7 个样板城市房

价环比涨幅仅为 0.01%， 而廊坊跌幅

竟然居前。

在监测的 30 座主要城市中，有

17座城市上半年商品房成交量下降，

且多数降幅明显。 有专家认为，房价

过高本身就含有泡沫， 注定要破灭，

2011年三季度明显下降，房价下跌是

理性回归。

“三分河北的传言恰恰是在两次

楼市低迷的背景下闪现。 ”山西房地

产开发商张立志（化名）说，这难道不

够蹊跷吗？

他告诉记者，今年，山西曾传出

晋中市榆次区划归太原的传言。 中国

的空置房已达到数亿平方米，可想而

知，作为三线城市较弱的晋中市的压

力有多大，因此，依靠距离太原市仅

17公里的区位优势，炒作榆次区房价

的预谋很明显。

上述区域专家同样认为， 河北多

地楼市库存不见得容易消化。 以保定

为例，数据显示，2013年 1月至 11月，

保定商品房累积成交 150.919 万平方

米，平均每月消化 14万平方米。 按照

目前的可售面积 584 万平方米计算，

保定库存消化时间高达42个月。

2014年，京津冀一体化成为顶层

设计异常果断， 随着三地的协同合

作，行政区划不再是实施一体化的障

碍 。但要拆分河北可能会付出更多代

价。

上述文章提出，“可以将廊坊、保

定纳入北京制造业发展规划布局，将

廊坊与亦庄、 首都第二机场对接，建

设成高科技成果转移、 发展基地；将

保定建设成汽车、新能源等制造业基

地。 而张家口、承德，则成为生态经

济、旅游经济、都市农业发展基地，进

一步优化首都生态环境。 ”

有区域学者认为，如果从区位考

量，河北诸如廊坊等地确实处于北京

和天津的“腹地”，与亦庄经济开发区

对接有优势。

中国国情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

授胡星斗告诉记者：“三分河北尽管

不是一个正式的说法，但背后有一定

的道理。 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同意

这种想法的。 为推动京津冀一体化，

把河北一部分划归北京，一部分划归

天津，一部分以石家庄为中心的‘大

石家庄’，这样有利于河北脱贫，对河

北人民是有利的。 ”

但是他认为，改变中国省一级的

建制，甚至河北省没有了，不是一下

子能做到的，中央不一定有这样的想

法。 目前河北有一个环京津冀贫困

带。 过去，京津的发展都以牺牲河北

为代价，例如，北京缺水就从河北拒

马河引水，河北建了很多高度污染的

工业项目，植被都破坏了。 但中国没

有一个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河北与

京津形成某种平等的市场交易关系，

而不是做义务牺牲。 北京与周边城市

的关系，不像上海或广州与周边的城

市关系， 不是一种市场交换关系，而

是行政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上海、广

州周边的城市都能发展得很好，而北

京就不行，原因就是北京的资源配置

是靠行政手段强制的。

“过去， 河北做义务贡献的结果

就是，北京越来越繁荣，河北越来越

贫穷，我有两点对策：一是纵向的财

政转移支付， 从中央拨款给河北，支

持河北发展， 二是横向财政转移支

付，北京、天津拿出钱与河北进行正

常的市场交易。 ”胡星斗说。

“但一个问题是， 重新规划行政

区域与京津冀一体化首都输出产业和

疏散人口的战略有所抵触。何况，重新

进行区域规划在现阶段稳步实现‘一

体化’的背景下，可能造成极大的资源

浪费，得不偿失。 ”上述学者说。

而事实上，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

下，今年廊坊发力抢占科技金融。 专

门从事金融大数据的九次方大数据

公司落户廊坊，该公司执行总裁王叁

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廊坊的土

地供应、电力供应、人才优势、金融科

技中心的定位是其发展大数据中心

的优势所在。

河北邢台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同

样表示，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治污

初显效果，此时不宜再有所谓的大手

笔动作，毕竟稳定是企业发展基础。

“拆分”的代价

炒作房地产？

本报记者 汪晓东 蒋皓

增设超大城市铺垫“三分河北”？

三年前安徽省宣布撤销地级巢湖市并对部分

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与此同时，一篇名为《中国大手

笔：拆分河北省建首都经济圈》的帖子在网络论坛

中声名鹊起。

今年 APEC 峰会期间，上述文章重现“江湖”，

这一次却是更加的言之凿凿：“APEC 后的大动作，

拆分河北成定局。 ”

一时间，撤销河北省，将河北省一分为三，成立

环北京区域、环渤海区域、环石家庄区域的说法甚

嚣尘上。

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承接污染产业付

出巨大代价，但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无论在经济

还是环境一直以拱卫京师为己任的河北省还要承

受时刻被“瓜分”的传言。

河北一分为三的说法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其论

据支撑是什么？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此刻，京津

冀三地似乎更需要安静平和以应对“流言蜚语”。

不可否认，保定房价的炒作是成

功的，自 2010年一直稳定在 5000 元/

平方米的房价，在政治副中心的美梦

下， 一些楼盘竟然飙升至 8000元/平

方米。

高级经济师、知名财经评论家张

平曾评论，保定对外溢资源的吸引力

有限。 保定楼市以前主要满足的是地

缘化客户， 就是本地及周边购房者。

受当下传言影响，可能有购房者前往

保定投资，但与保定相比北京周边和

河北固安等地优势地位更为突出，因

而楼盘炒作概念的投资型客户，来得

快去得也快。

他认为， 在京津冀一体化实际

推进落实的过程中，北京、天津两地

外溢的资源除了溢向大兴、 通州等

依然处于待开发阶段的周边地区

外，更可能倾斜到河北其他板块，对

保定的外溢出的资源可能吸引力有

限。

果不其然。 2014年 3 月至 4 月，

保定的房市开始趋于理性回落。 有人

发帖称：“本人 2014 年 3 月 12 日以

3800 元/平方米购买了一套 88 平二

手房，本准备结婚用，正好赶上了保

定炒房风波，让我理智转让。 于 2014

年 4月 1日以 6300元/平方米通过中

介转让。 真实验证了一句话：是福是

祸躲不过。 ”

但发帖人同时感叹： 话又说回

来，这次风波，高兴的只是地产商和

像我一样走运的人。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这两次传言

并未对河北房价起到提振。 ”社会学家

李坚毅说，一切归于理性实属必然。

他说，拆分河北，让石家庄成为

直辖市，对房地产开发商或对个别

人来说是一种美好愿望，而对他人

来说，则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拆分河北只是传言，而京津冀一

体化协同合作正将利好带给河北。

上述区域学者指出， 仅以“传

谣—辟谣”的心态看待“三分河北”一

事很难看清事情本质， 随着 11月 20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

分标准的通知》， 拆分河北又在逻辑

上形成新的可能。

流言止于智者

事实证明， 近期网络热帖只是河北无数次被拆分传言中

的一次。

11月 17日，党媒发文澄清河北区划变更传言，并对上述

类似谣言进行了推敲。 类似信息版本都很多， 是名副其实的

“月经贴”，只是迎合一部分地区的人渴望直辖的心理诉求。然

而， 现在中央政府对于省一级的行政区划调整其实是很谨慎

的，不会那么轻易地搞什么“大动作”。

尽管“拆分河北省”的谣言存在时间背景不合、数据陈旧、

不符合政策发展等硬伤，还是引起网友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对

京津冀房产有购买需求的消费者。多年以来，谣言不断的主要

动力和谣言成真的主要影响也均指向房地产，事实上，按谣言

所说，拆分河北省，大北京的房价必然上涨。

“拆分河北省” 的传言仅有两次造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一次是在 2011年 8月，借巢湖市被撤销的“东风”，从“安徽大

手笔”牵强地引出“中国大手笔”。 一次是在 2014年 11月，也

就是本月，打着 APEC的旗号，自然容易让人信以为真。

尴尬的是， 这两次谣言并没有对河北的房价起到提振作

用。

根据统计梳理，2011年 9月 1 日发布的百城房价指数报

告显示，河北 7 个样本城市房价环比平均涨幅为 0.01%，房价

基本停涨， 此前曾在二三线城市房价中涨幅靠前的廊坊和秦

皇岛 8月房价双双下跌， 夹在北京和天津中间占据绝佳地理

位置的廊坊甚至在 100城市中跌幅居前。 这是省会新建住宅

价近半年首次停涨。 今年的 11月份，根据相关数据，河北 11

月份新房均价 18650 元／平方米， 相较 10 月份的 18163

元／平方米，环比增长 2.86%，河北二手房 11 月 9 日的房价

是 13702 元／平方米，截至 11 月 16 日，上涨至 13840 元／

平方米， 环比前一周上涨 1.00％， 但中国的空置房屋已达到

5.7 亿平方米，以二、三线城市为主力军的河北在消化库存量

方面已是“路漫漫”了，这个时候对房价上涨抱有太高期待，与

“南柯梦”无异。 如此看来，在供给过剩、需求微弱的房地产大

环境下，河北 11月份房价“扭头向上”的效力微乎其微。

事实上， 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今年的 2 月份就已经被提至

一个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3月份，“京津冀一体化”这一

战略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政府 2014年深化改革的工

作重点之一。 国务院已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以及

相应办公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

该小组组长。

接踵而至的是关于河北的各种利好，动批迁至河北、第二

机场的落地、工业园的建立……但是，河北的房价并没有出现

大幅攀升的情况， 仅仅在 3 月份出现小幅增长。 购房者均表

示：相比较谣言的造势，更愿意等待看得见摸得着的新政策出

台。

京津冀一体化早已透支了利好的刺激， 市场消费者也更

加务实。

河北向来和北京的联系紧密，在刚刚结束的 APEC 会议期

间， 政府不惜代价地通过机动车尾号单双号限制车辆出行和

机关单位放假等公共管理措施保障“APEC�蓝”，为降低污染物

的排放，河北地区设定了重点控制区域，范围内的 881个工地

的土石方开挖、拆除工程、渣土运输及易扬尘作业一律停止施

工。

与其说河北是北京的忠实拥趸， 更像是哪里需要哪里搬

的一块砖，但是，京津冀的现状是什么？ 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

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

询委员会副主任李津逵一语中的，“一个香港带活了一个珠江

三角洲的工业化，一个上海带活了一个长江三角洲的工业化，

但是北京却带来了 200万人口的河北贫困带。 ”

无风不起浪，谣言的背后，是河北迫切需要发展的期待和

现实，但还是需要稳扎稳打，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强调

的，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读懂“三分河北”

谣言背后的急迫

（上接第一版）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尽管我国经济也面临

一定下行压力，但我国经济体量大，市场空间广阔，协同推进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回旋余地很大，抗

风险能力也比较强。 总体看， 我国宏观经济仍保持中高速增

长，物价涨幅回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正从要

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因此不需要对经济采取强刺激措

施，稳健货币政策取向不会改变。

瑞银经济学家汪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 降息并不

意味着政策立场的改变， 因为信贷量对于利率并不是非常敏

感，而是受定量和审慎规则的控制。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不会形成降息通道，连

续降息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还有一次降息的可能性。连平认

为此次降息并没有改变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 属于中性偏松

的一边。因而对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解决还要长远考

虑。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看法略有不同， 央行此

次降息后，宽松空间打开，预计下一次降准、降息不会太远，宽

松一直持续到社融余额增速拐头向上， 经济内生动力增强为

止。 无风险利率下降利好股市和房地产，也直接利好债市，但

考虑到市场预期充分，效果不会太明显。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滕泰更加乐观， 他认为明年

还应再降 2到 3次。

王利博制图

15 日，“三分河北” 帖子在网络上热传；17 日， 权威媒体对传言做

出澄清；20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央行降息

企业融资问题仍难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