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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韩商贸往来频密，长期互联互通

挤挤进进新新丝丝路路，，山山东东有有区区位位优优势势

本报特派记者
廖雯颖 孟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对
这一国家战略构想，全国已有10
多个省份表达希望纳入其中的
意愿，并积极开展筹备工作。山
东省已申请将临沂等多市纳入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范
围，以及把山东全省纳入海上丝
绸之路战略实施范围。为此山东
已递交了建设青岛自由贸易区
的申请。

4月11日下午，博鳌亚洲论
坛一场名为“海上丝绸之路与华
商经济”的论坛上，焦点投向了
当前包括山东在内的十几个省
份暗自攒劲的国家战略——— 新
丝绸之路上。

对于山东的积极申请姿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副院长李光辉给予了肯定：

“重走海上丝绸之路，山东有固
有优势，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
山东面向东北亚，与日韩的商贸
往来很频密，长期互联互通，在
对外贸易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条件。”不过李光辉强调，地方想
申请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翻
历史资料争议历史上的丝绸之
路起点究竟在哪里，意义并不
大。“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和
古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新丝绸之
路不需要和过去走一样的路。”

李光辉认为，想提升纳入国家新
丝路“一带一路”战略的竞争力，
应该抓好当前节点，把更多的精
力放在现实的软硬件建设上，比
如海陆贯通的交通，比如促进对
外商贸往来的合作机制，比如优
化投资政策环境，抓好平台建
设，融入丝绸之路。这一点上，山
东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

承接国家新丝绸之路战略
设计的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透露，现
阶段官方对于海上丝绸之路规
划还停留在理念上，只有一个初
步规划，尚未完全确定，对丝绸之
路的机制安排、范围起点终点都
有很大争议。但有一点可以明确，
从中国周边和海洋战略出发，新
丝路不能只从某一个城市出发，
而应该把范围扩大到东北亚。

李光辉指出，在当前诸多不
确定选项中，有一点可以确定，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做什
么？一是加强政策协调和海上合
作，二是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实
现经济融合；三是提升区域贸易
投资与产业合作水平，使亚洲成
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引擎，新世纪
的领导者。”把握好这一总体基
调，各省要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特
有的区位优势，进行区别定位。

“35年前，中国在南方画了
一个圈，打开了封闭很久的窗
口，成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快
速成为世界第二大、亚洲第一大
经济体。35年后，中国又在南北
画了两条线，一条沿陆，一条向
海。”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副
会长裘援平以改革开放作类比，
一语点明21世纪中国新丝绸之
路的蓝图构想。

楼市调控话题寂寞中落幕

房房产产大大佬佬目目光光转转向向金金融融

本报特派记者 孟敏 廖雯颖

11日，博鳌亚洲论坛分论
坛“楼市2014：从调控到改革”
在热望的眼神中开场，在寂寞
的回答中落幕。纵观今年博鳌
论坛，不难发现，楼市已不是讨
论的焦点，连年年来博鳌的潘
石屹对房价都三缄其口。而金
融则成了舆论的宠儿，不光互
联网金融激烈博弈，连房地产
金融化也成了聚焦的热点。

“房地产本来就是金融，所

以房地产公司都要转向金融，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绿地集
团董事长张玉良直言，中国金
融四大金刚，目前赚钱最多的
是投行。

地产、金融“联姻”成未来
趋势，持此观点的不止张玉良
一人。会场上房产金融化的论
调一出，立即引热了全场的讨
论。事实上，自2009年开始“地产
金融化”的势头便已经萌发，中
国泛海控股集团、鲁能集团、绿
地集团、复地集团、华润置地集
团、侨鑫集团、星河集团、莱蒙集
团、新华联等房企相继进入金融
业。截至2014年2月，已有约30家
房地产开发商涉足金融。

房企为何将触角伸向金融
领域？是利润面临下滑危机？还
是以融资为主要目的？博鳌分
论坛上，帝海集团总裁李小明
分析说，房地产金融化或者房
地产企业涉及金融业，有两个
层面的问题：是把银行作为业
务的板块来经营，投资银行为
了获得利润回报；还是说有些
企业是为了融资方便，这是两
个不同概念。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
长贾康说，应该鼓励发挥鲶鱼
效应，让市场潜能更多发挥起
来，房地产企业要自己斟酌，根
据特定的分析后，愿意进入金
融领域的，政府应该开明鼓励。

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楼市2014：从调控到改革”上，各位大佬围绕房地产金融化的热点话题，各抒
己见。 本报特派记者 孟敏 摄

观潮——— 聚焦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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