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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园区国际合作

联盟将不定期推出以“园区

招商”为主题的公益讲座，请

读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根据

各自关注的园区话题和招商

需求，选择并及时填报你所

关注的档期、讲座主题和主

讲嘉宾，以便主办方“量身定

制”、精准推送。

敬告读者

特色小镇的用地问题一直是
特色小镇发展中的难点和痛点。
随着全国特色小镇建设向纵深发
展，土地政策方面亟待创新，可喜
的是各地已有多项尝试。

特色小镇
普遍缺“土地”
目前，大多数特色小镇都面临

着用地指标缺乏的困难现实。第
一批127个全国特色小镇中也普
遍反映出建设用地指标是制约城
镇建设项目发展的最主要问题。

在“千企千镇工程”的培训班
上，用地问题更是被学员讨论和
提问最多的问题。

全国市长研修学院（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干部学院）城市发展
研究所所长余池明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特色小
镇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都需要大量的用地指标。以
浙江特色小镇规划面积3平方公
里，建设面积1平方公里估算，“十
三五”期间，1000个国家级特色小
镇就需要新增建设用地1000平方
公里。因此，特色小镇发展的土
地要素保障问题亟待破冰。

特色小镇的培育、建设属于
我国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抓手，因此，
在《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6〕8号）中依然能找出特色小

镇用地政策的创新空间。
该《意见》第六条“完善土地

利用机制”为解决特色小镇用地
问题指出四个方向：一是规范推
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也就
是说，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所获得的用地指标是特色小镇用
地来源之一。二是建立城镇低效
用地再开发激励机制。允许存量
土地使用权人在不违反法律法
规、符合相关规划的前提下，按照
有关规定经批准后对土地进行再
开发。这是提高原有用地效率的
方式。三是因地制宜推进低丘缓
坡地开发。这种方式可新增用
地。四是完善土地经营权和宅基
地使用权流转机制。这里面含有
两块：一块是流转，取得一定年限
的使用权，另一块是农民有偿自
愿退出，退出后减少的乡村用地
指标可以通过第一种方式转化为
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中西部、三农小镇
有政策倾斜
余池明认为，这里可以看出，

从制度设计上讲，解决特色小镇
建设用地的基本思路是存量土地
挖潜提高效率，增量用地在土地
使用计划中保证或者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解决，结合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改革让集体建设用地通
过入股、流转参与特色小镇建设。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日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国土
资源部要围绕新型城镇化进程，

创新差别化土地政策，支持中小
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实施城
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提高城镇人
口和产业承载力。

同时，合理安排年度建设用
地计划，向农业农村发展、脱贫攻
坚和中西部地区倾斜。

姜大明表示，作为今年的工作
重点之一，对全国832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和片区外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每个县专项安排600
亩年度建设用地指标。打通增减
挂钩与占补平衡政策，允许增加的
耕地作为补充耕地指标，向省域内
经济发达地区有偿调剂使用。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
究员罗天昊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认为，在现有制度框架
内，特色小镇等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用地制度创新亦有很大空间，比如
对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的政策倾
斜。关键是如何创新，如何不触碰
高压线。这就要做到从一开始就
要远离违法、违规搞圈地开发。

各地多有制度创新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各省市在解决特色小镇用
地的做法上，可以说是各省关于特
色小镇的用地支持政策是在宏观
的新型城镇化土地利用机制的进
一步具体化，各有制度创新亮点。

日前，安徽省国土资源厅专
门出台了《关于支持和促进特色
小镇建设的意见》，提出在安排新
增建设用地计划、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指标时，重点保障特色
小镇旅游、健康及其他产业用
地。对符合省级预留指标使用条
件的特色小镇用地，由省按照规
定程序优先安排用地计划指标。

该《意见》支持特色小镇开展
土地综合整治，土地整治区内涉
及建设用地整理的，优先安排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给予配
套。通过整理农村建设用地和宅
基地所节约的土地，在优先复垦
耕地、满足农村发展用地的前提
下，节余土地可依法办理用地手
续，用于特色小镇建设。

江苏扬州市在优化国土资源
供给支持特色小镇建设方面明
确表示，工业主导型特色小镇范
围内的项目在不改变工业用途前
提下，对原工矿厂房、仓储用房进
行改建、扩建及利用地下空间提
高容积率的，可不补缴土地价款
差额。同时鼓励各县（市、区）结
合本地资源禀赋，探索通过货币
补偿、产权调换等方式整合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等资
源，发展旅游特色小镇。

在实施土地增减挂钩上，湖
南长沙县特色小镇果园镇双河村
2012年被批准为该省厅土地增减
挂钩试点村，村项目区用地面积
550亩，项目通过腾退的农村建设
用地置换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
标。按照户均1.2亩宅基地的标
准实施集中居住，将节约的250多
亩建设用地指标在县内其他乡镇
进行置换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同
时将原有宅基地复垦为耕地。

随着《中国企业报》集团、易
侬国际与企通宝签约合作，不仅
让“一县e特”更加接地气，而且企
通宝的国际化进程由此加快。依
托《中国企业报》集团的品牌张力
和资源聚集力，可支持企通宝在
全国创建300个“一县e特”体验
店。

目前，企通宝集团自主运营
的“一县e特”商城，又前进一大
步。据了解，在签约仪式结束后，
经过一个多星期紧锣密鼓的筹备
规划，在各地政府的配合支持下，
有6家体验店即将开业，分别是：
北京、广西、福建龙岩、连江、南
平、厦门同安。

“一县e特”综合电商园和精
品体验馆的线下展示、品鉴和交
流，促成线下和线上农特产品完
成交易，同时，借助企通宝线上平
台优势，将客流再度从线上导入
线下，形成“线上线下，相互导流”
的循环。

体验店开业后，所有的会员
可以到体验店现场体验、品鉴商
品，与具有地理性坐标的特色农
产品零距离接触，并且可以通过
积分消费购买，享受最新鲜的体
验。

据了解，线上线下互动的模
式，此前已帮助田林等地区成功
创建3至5个知名产品品牌和龙
头企业，引进了深加工企业与技
术的深度合作，进而对农产品的
品质进行源头控制，通过对农产
品文化、民族风俗特色等进行精
包装与提升后，走进超市、端上餐
桌。

目前，这6家体验店都在紧
锣密鼓地装修、筹备之中，很快就
将开业运营。

差别化土地政策
将破解特色小镇用地瓶颈

本报记者 范颖华

农产品进京
一县e特实体店将开业

本报记者 汪晓东

王利博制图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