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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支票背书激活“沉睡”土地
“资金空转、土地实转”新模式助推浦东开发开放打开局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为了实质性启动浦东

开发开放， 大规模、 快速地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 解决土地、 资金以及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成了当务之急。 一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二

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浦东开发开放初

期的建设者们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把一个个

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其中， “资金空转、 土

地实转” 创造性地使政府土地部门、 金融机

构、 开发公司坐在一条板凳上， 用支票背书

的方式一举激活 “沉睡” 的土地， 破解了资

金难题， 确保浦东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高强

度推进。

1990年4月18日， 党中央、 国务院正式

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决定在浦东设立四个功

能板块， 分别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金桥出

口加工区 、 外高桥保税区和张江高科技园

区。 市委市政府根据实际情况， 决策先行启

动陆家嘴、 金桥、 外高桥三个板块， 要求尽

快组建三个开发公司， 开展 “七通一平” 土

地开发工作， 即基本建设中的道路通、 自来

水通、 电通、 排水通、 排洪通、 电信通、 煤气

管通及平整土地等。

在财政 “心有余力不足”、 浦东开发任

务又非常紧迫的情况下， 浦东开发办的几位

同志想出了用土地折价入股的方案。 不过，

土地折价入股得先解决一个问题———这些土

地的价值如何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

当时上海的土地已经由过去的划拨转为批

租。 以外高桥为例， 市里出让给开发公司4平方

公里土地， 当时按每平方米60元计算， 需2.4亿

元。 因此， 折价入股就必须用钱购买形成价格

后才能注册。 浦东新区政府反复研究 、 比

较， 最终决定采取 “资金空转、 土地实转”

的创新开发方式。

首先 ， 由政府土地部门与开发公司签

订土地出让合同 ； 其次 ， 由政府 、 银行 、

公司在支票上同时背书 ； 再则 ， 进行验资

后工商注册登记 。 当时浦东新区政府组建

成立陆家嘴 、 金桥 、 外高桥 、 张江四大开

发公司作为土地开发组织主体 ， 由他们根

据区域功能性质编制规划 ， 划分地块 ， 将

“生地 ” 转化为 “熟地 ” 进入土地二级市

场 ， 并运用转让的收入进行再投入 、 再转

让 ，直到区域建成 。 如此 ，各个环节都能走

通。 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依靠各方面的大

力支持 ，政府土地部门 、金融机构 、开发公

司，大家坐在了一条板凳上， 在一张支票上

当众背书 ， 成功实现了 “资金空转 、 土地

实转”。

“资金空转、 土地实转” 与土地划拨的

最大区别在于， 划拨的土地不能有偿转让、

出租和抵押， 而空转到手的土地， 却能够一

举激活———经过国有公司开发后， 进入土地

二级市场， 通过以地合资、 以地集股、 以地

抵押和以地招商等方式， 使土地资本与国内

外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相结合， 大规模地筹

集资金。

可以说， 以开发公司取代政府而作为开

发主体， 使土地的有偿使用得以实现； 而对

土地价值的提前预支， 避免了资金的直接投

入， 降低了土地开发成本。 政府将有限的财

政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 还提升了土

地价值， 加速土地开发一级市场循环， 进而

加快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本报记者 唐玮婕

住过棚户区，“感同身受”推进旧改
杨叶盛带领旧改团队五年收尾交地44块，惠及2.8万户；如今又即将为虹镇老街旧改收官

虹口区122街坊的征收决定、房屋征收

与补偿方案已经张贴公示———如果122街

坊的征收顺利结束， 那虹镇老街的旧改就

真正地完成了。从此，这个曾经全市知名的

老式棚户区就真的成为了历史。

为这段历史收官的人， 就是虹口区旧

改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杨叶盛。

让青年干部去获得 “感同
身受”的经历

杨叶盛年轻时期住过棚户区， 尝过拎

马桶、倒痰盂罐的滋味。但并非每一位旧改

干部都曾有这种“感同身受”的经历。为此，

杨叶盛要求旧改指挥部的年轻人都要到项

目地块的居民家中访问、观察、拍照。 第一

批拍回来的照片只拍了居民房屋建筑外貌，

没有走进去接触居民生活，杨叶盛不满意。

群众工作是旧改工作的基础。 只有真

正深入群众生活，才能产生同理与共情，才

能从心底里想着为群众解决困难， 才能获

得居民的理解与认同。 杨叶盛谈起一张令

他印象深刻的照片：一位老太太躺在床上，

屋子里的痰盂罐倒了 ， 痰盂罐上有一个

“囍”字。 他说：“也许这个痰盂罐就是老阿

姨当年出嫁时带来的。 这么多年，老阿姨一

直过着拎马桶的日子，生活苦怨气肯定大。 ”

通过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工作的出

发点、 目标点， 虹口区的旧改工作取得进

展，获得群众认可。

把怎么“分蛋糕”“算砖头”

画成漫画
进入旧改指挥部之前， 杨叶盛在虹口

公安分局工作超过20年。他“成名”颇早：2000

年，上海市人才研究会主办的《人才开发》杂

志刊登的《虹口公安分局优秀青年》一文就对

他做了介绍：1999年2月任虹口公安分局广中

警署（现广中路派出所）刑侦队队长；同年10

月，经选拔赴美国洛杉矶参加教官培训班。

在公安系统内辗转多个岗位后， 杨叶盛

出任虹口交警支队支队长。他学过心理学，在

工作方法上常有创新， 他主导的工作多次见

诸媒体。可以说，杨叶盛是一位见识广博又善

于吸收、善于“武戏文唱”的公安干部。

公安工作的经历给予杨叶盛接地气的品

质。他说：“征收政策、方案流程要让人看得明

白。 我以前干交警，遇到机动车发生事故，保

险单上密密麻麻的条款， 很多车主除了看得

懂自己的名字，其他内容一样也看不懂。 ”为

此，虹口区旧改指挥部把征收过程中怎么“分

蛋糕”、怎么“算砖头”画成漫画，编印成册发

放给群众，确保征收过程做到真正公开透明。

定制个性化方案推动全货币签约

旧改征收工作十分复杂，要为政府征收、

为群众纾困，对上对下都要负责。也正是在上

海旧区改造工作中，一批干部得到了磨练。杨

叶盛觉得，自己仍然是“旧改干部”群体中的

“新兵”：2011年底，他从虹口公安分局交警支

队支队长的职位调任区旧改指挥部；2017年

底，他提任虹口区法制办主任。

土地征收工作难度极大。 近年，上海鼓

励旧改对象选择全货币安置。 虹口区是全市

率先开展“提高全货币签约率”的试点区。 杨

叶盛和同事们推行 “一证一套 ”购买产权调

换房屋办法，为每户居民量身定制个性化方

案， 科学合理引导居民选择全货币补偿，让

居民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更多选择。

杨叶盛参与过的虹口区旧改项目中，251

街 坊 全 货 币 签 约 率 为 54.50% ，32街 坊 为

70.40%，117街坊为75.58%，222街坊达79.66%。

比例数字的提升，见证了这位旧改干部的成长。

■本报记者 沈竹士

人物小传

杨叶盛，43岁，虹口
区法制办主任、 区房管
局副局长、 区旧改指挥
部常务副总指挥。 2012

年至今， 按照上级部门
安排从事旧改工作。 在
他带领下， 虹口区旧改
指挥部2012年至2017

年共启动房屋征收项目
55个， 惠及居民约2.8

万户， 收尾交地44块，

为改善民生和促进区域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钱蓓

推动上海同秘鲁合作深入务实发展
会见秘鲁政要，见证上海市同利马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等

李强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7月19日至22日访问秘鲁

本报讯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

市委书记李强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7

月19日至22日访问秘鲁。访问期间，李强分

别会见秘鲁总理比利亚努埃瓦、 秘鲁执政

党“为了变革的秘鲁人”党主席比奥莱塔、

利马市长卡斯塔涅达， 见证上海市同利马

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 出席上海

市政府向利马市政府、 库斯科市政府赠送

新能源汽车仪式， 考察有关企业在秘鲁业

务开展情况， 推动上海市同秘鲁的合作深

入务实发展。

李强在会见比奥莱塔时说，此次应“为

了变革的秘鲁人”党邀请访问秘鲁，是为了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增进政治互

信，进一步推动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国

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也是人口最多

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执政69年积累了十

分丰富的经验。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

合、执政目标与人民需求相结合，注重加强

纪律约束和廉政建设，特别是抓住“关键少

数”，发挥领导者的表率作用，以此带动自

身建设的全面加强， 不仅以改革发展的成

就，而且以管党治党的成效，赢得了人民群

众的拥护。我们愿意分享治党治国经验，增

进彼此信任，希望聚焦共同关切领域，加强

高层对话，以党际交流促进两国务实合作，

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推动中秘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比奥莱塔表示，“为了变革的秘鲁人”

党致力于推动秘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致力于推动秘中友好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

相互了解和友谊。 希望进一步深化党际交

流合作， 学习借鉴中共治党治国的丰富经

验， 推动秘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水

平，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

上海和利马都是各自国家最大的经济

中心城市，近年来在经贸、城市建设、卫生、

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交流合

作。李强在会见利马市长卡斯塔涅达时说，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

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设卓越的全球

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 让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人

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们既

要始终立足本国国情、上海市情，积极探索

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

路， 也要加强同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合作交

流，分享经验、取长补短。 希望与利马以建

立友城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友好交流，推动

两地务实合作迈向更多领域、更深层次。

卡斯塔涅达表示， 上海作为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 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城市治

理等方面形成的先进经验， 是利马面向未

来发展的重要借鉴。随着两市结为友城，期

待深化双方在经贸、人文、旅游、城市建设

和管理等各领域的合作交流， 让市民享有

更美好的生活。

会见后， 双方共同见证上海市同利马

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的签署。 根据

协议书，双方将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经

贸、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人才等方面

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

为与利马、 库斯科等秘鲁重要城市共享

绿色发展、繁荣共生的城市发展经验，上海市

政府向利马市政府、 库斯科市政府赠送新能

源汽车仪式在利马举行。作为“上海制造”的5

辆上汽集团新能源车搭乘中远海运的 “中国

航船”来到秘鲁，正式赠送给两市政府。 李强

同两市政要出席仪式， 共同期待上海新能源

汽车的能源种子培育出上海与利马、 库斯科

的合作新前景。

上海振华重工的产品已进入全球101个

国家和地区， 在秘鲁最大港口卡亚俄港醒目

可见其大型岸桥和轮胎式集装箱龙门架起重

机。 李强来到卡亚俄港马士基码头， 察看桥

吊、轮胎吊等设备，听取集团全球战略布局及

拉美业务情况介绍。李强说，上海振华重工要

立足上海、服务全国、走向世界，把深耕拉美

市场作为重要发展战略，进一步拓展国际市

场 ，努力当好 “上海制造 ”品牌的海外代言

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领头羊。 要坚持自

主创新 ，在制造与服务并举 、生产港机与生

产其他智能化设备并举上下更大功夫。 要着

眼城市发展需求，在社会民生领域积极发挥

优势 ，使服务于民的设备更智能化 、更利于

感知和管理。

访问期间， 李强还同秘鲁相关政要参观

中国上海改革开放40年成就图片展、观看“上

海之夜”文艺晚会。

我国驻秘鲁大使贾桂德，中联部副部长

李军 ，上海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周波陪同

访问。

当地时间22日， 李强率领的中共代表团

结束对秘鲁的访问，即离开利马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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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地区处在特斯拉落户带来的兴奋之中。

7月10日 ，规划年产50万辆纯电动整车

的特斯拉超级工厂落户临港 ， 成为上海有

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

同一天，被称为“上海扩大开放100条”的

《上海市贯彻落实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

举措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

发布，以大范围的政策利好，释放出上海欢迎

国际商家的强烈信号。

特斯拉的标杆效应

特斯拉公司将在临港地区独资建设集研

发、制造、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特斯拉超级工

厂。 “独资”是这一项目最为外界所关注的信

息点。 长期从事招商引资工作的临港管委会

副主任吴晓华说， 股比限制一直是外资引进

一大障碍，“过去有很多外资企业因为股权比

例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而落不了地， 特别是我

们非常欢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6月28日， 商务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

布 《2018年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2018年版）》（负面清单）。 清单规定，“汽车

制造业：除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汽车整车

制造的中方股比不低于50%，同一家外商可

在国内建立两家及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

产品的合资企业”， 正式取消了新能源汽车

领域的外商股比和外商合资数量要求。

“上海扩大开放100条”即刻对国家宣布

的开放措施作了展开，20项重点任务中的第

八项“加快实施汽车、飞机、船舶产业对外开

放”，给出明确举措：鼓励外资投资先进制造

业，争取外资新能源汽车项目落地；按照国家

部署加快取消汽车制造行业外资股比及整车

厂合资数量等的限制。

作为新政落地后的首个案例， 特斯拉成

了风向标， 立竿见影地促动了一批外资制造

业企业走向临港地区的谈判桌。吴晓华透露，

目前与临港接洽的外资企业包括飞机发动机

制造、船舶动力设备、集成电路相关设备制造

企业，它们都是临港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基

地”所要集聚的市场主体。

在地企业的市场机遇

临港是中国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的重要

样板，这里集聚着中国航发商发、中船三井、上海汽车、上海电

气、三一重工、西门子、卡特彼勒、通用电气（GE）、戴勒姆奔驰、

ABB等一批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 对在地企业来说，“上海扩大

开放100条”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遇。

新政提出 “创新发展高端绿色进口再制造和全球维修业

务”，这让位于临港产业制造园的卡特彼勒再制造工业（上海）有

限公司开始期待政策突破。

卡特彼勒是全球最大的再制造企业， 卡特彼勒再制造工业

（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是企业设在中国的第一家

再制造工厂。他们利用先进的工程技术，对废旧的工程机械零部

件进行专业化的修复和再制造， 使其在性能和质量上达到全新

产品的水平，重新投入市场。

使用再制造零部件，能为客户节约大约40%的成本。卡特彼

勒再制造工业（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峰介绍，再制造零部件

销售采用“一对一交换”模式，客户购买卡特再制造产品所支付

的价格包括两个部分，再制造产品的价格及旧件押金。只要客户

能够归还相同品类的旧件，就可获得全部或部分旧件押金返还。

这种可持续发展的业务模式， 对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具有

积极影响。

再制造工业在中国市场还面临一些发展瓶颈， 比如旧件进

口受限。 旧件是再制造工业的生产原料，卡特彼勒上海工厂的旧

件有80%来自于亚太以及欧美国家。 由于旧件进口参照二手旧机

电管理办法， 凡是列于二手旧机电禁止类目录的旧件都无法进

口，进入上海工厂的旧件品类相当有限。 卡特彼勒再制造工业在

全球生产的旧件有7000多种，但上海工厂仅能生产170多件，工程

机械的发动机整机、变速箱、传动系统等均无法进口。 此外，国内

的旧件回收管理等相关法规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技术标准也还

不尽完善。 宋峰表示：“旧件进口状况每年都在改善，希望扩大开

放新政出台之后，能够继续营造有利于旧件全球流通的环境。 ”

临港地区处在特斯拉落户带
来的联动效应中， 特斯拉成了风
向标， 立竿见影地促动了一批外
资制造业企业走向临港地区的谈
判桌。 “上海扩大开放 100 条”以
大范围的实实在在的政策利好 ，

在这里释放出上海欢迎国际商家
的强烈信号

发挥互补优势提升务实合作水平
秘鲁总理比利亚努埃瓦会见李强

新华社利马7月21日电 7月20日，秘鲁总理比利亚

努埃瓦在总理府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

书记李强。

李强向比利亚努埃瓦转达李克强总理的亲切问

候。 他说，中秘是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

伴， 中方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秘

关系，希望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接发展战略，发

挥互补优势，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推动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比利亚努埃瓦请李强转达对李克强总理的良好祝

愿。 他说，秘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高度赞赏长期

以来中秘合作为秘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秘鲁欢迎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加强秘中各领域

务实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应秘鲁“为了变革的秘鲁人”党邀请，李强率中共代

表团于7月19日至22日访问秘鲁。 其间，李强同“为了变

革的秘鲁人”党主席比奥莱塔举行会谈，会见利马市长

卡斯塔涅达，见证上海市同利马市签署友好协议，出席

上海改革开放40年成就图片展和“上海之夜”文艺演出。

杨叶盛（左）与同事讨论动迁方案。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秘鲁总理比利亚努埃瓦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陈正宝 摄

谭寿林：杀头当作风吹帽
谭寿林 ，１８９６年出生于广

西贵县（今贵港市）一个农民家

庭。１９１７年考上贵县中学，１９２１

年９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

在北大学习期间，谭寿林结识了共产党员黄日葵等人，加入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１９２３

年秋， 谭寿林进入北大国文系学习，１９２４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

工作，主要负责编辑《工人周刊》，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１９２５年，谭寿林被党组织派往广东工作，同年冬被派回广西。

１９２６年１月他担任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积极发展广西

地方党的组织，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和指导工农革命运动，

积极培养革命骨干， 发动和领导了声援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周。同

年９月，资本家勾结反动军阀，制造了梧州“三工人血案”，谭寿林发

动梧州工人举行万人大会， 进行了坚决斗争。１０月中共广西省委

筹备小组成立，谭寿林是三人领导成员之一。１２月１９日，谭寿林被

梧州国民党右派逮捕，经党组织营救于１９２７年春获释。大革命失

败后，１９２７年５月谭寿林被派往广州，负责对中共广西地委的联络

工作。６月到武汉出席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会后不久被中华全国

总工会派往香港巡视工人运动。１２月返回广州参加广州起义，在

起义指挥部肃反委员会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后，谭寿林于１９２８年

秘密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先后任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长、全国

总工会秘书长等职，同时担任党的《红旗报》编辑。

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２日，因叛徒出卖，谭寿林被捕。在狱中，敌人对

他施以各种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５月２３日，他被作为“要犯”押

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特务再度对他威逼利诱，严刑

拷打，但仍一无所获。他那“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

的气势让敌人胆寒。１９３１年５月３０日， 谭寿林英勇就义于南京雨

花台，时年３５岁。 新华社记者 唐荣桂
（据新华社南宁７月２２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