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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7次三中全会公报高频词

“改革发展”提及最多 达289次
35年前的岁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改革。
各界人士普遍认为，本届三中全会将勾勒未来 10年中国改革蓝图，议题或将触及行政体制改革、金融

改革、城镇化发展、资源价格改革等内容。
记者盘点 1978 年以来发布的 7次三中全会公报，发现农村农业、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等成为出现频率

最高的关键词。其中“发展”和“改革”提及最多，达到289次。日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已在不同公开场合表
示，此次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而且“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农村”一词 提了125次
我国是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农

业历来都是定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如何在市场
经济下搞好“三农”问题成为中央领导人必须思考的
重要问题，也让三农问题成为历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出
现最多的高频词。

记者统计发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公报
中，“农村”被提及125次，“农业”被提及77次，“农民”
被提及43次。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98年的十五届三
中全会和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中都提及了
农村的经济问题，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村人民公
社、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济体制，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改革
的全面表述。

此外，与三农问题相关的“城乡”、“农村改革”、
“新农村”等词也多次在公报中出现。

1998年 10月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
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
标。

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村改革
进一步深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
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最大的突破是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出加强农村制度建
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
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预测

按照此前三中全会“一届谈农村，一届谈市场”
的规律，不少专家预测此次将涉及农村改革，其中
土地制度是不可回避的话题。日前，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向社会公开的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

“383”改革方案总报告中，提到了土地制度改革内
容。

该报告提出，将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处置权、抵
押权和转让权；构建平等进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
场；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非农用
地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都是中国土
地制度最新的重大改革。

记者发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部分三
中全会都聚焦在经济改革的议题上，而政治讨论涉
及较少。经济议题上，农村和城市基本各占一半。

而过去20年的历史表明，三中全会往往是启动重要
经济体制改革的踏板。

在1978年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市场”
被提及55次，“经济体制”被提及38次，“市场经济”
被提及29次。

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建设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针，提出中央层面上最大的
改革是建立计划、财政和货币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
体系，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
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要点在于进
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要求大力发展和积
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今年是改革开放 35周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20周年，完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 10周年。按照规律，有评论猜测：十八届
三中全会将是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推进、继续深化
的重要时间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

吴敬琏认为，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
和市场的边界，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
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政府行为
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的历史起点，这次会
议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自此，中国进入全面经济
建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
期。

1978年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载着促
进经济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

1978年以来的 7次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始
终是贯穿其中的不变主题。这7次三中全会，有5
次直接是与深化改革相关，2次则和农村改革与发

展相关。
统计得出，在历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被

提及 116次，与改革紧密相关的“现代化”、“完
善”、“开放”也被数十次提及。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夕，中央高层奔赴
全国多地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科技创新、农村经济
等问题进行密集调研。尽管领域不同，但改革确
是中央高层在调研时都会提及的词汇。

日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已在不同公开场合表
示，此次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而且

“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会副会长汪玉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每次三中
全会都会有一些重大的施政纲领出来，这个施政
纲领不是短期的，是要指导一段时期的工作的，作
为战略部署。

汪玉凯说，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行政改革这
些都连为一体，必须要联动推动，仅仅靠单点推动
是不可能的。这次改革的思路很清晰，行政体制
是改革重点，转变政府职能是重中之重。政府职
能不转变，很多改革改不动。

本届三中全会或涉土地制度改革？

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推进？

发改委等12部门出规划

禁物流园搞商业地产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

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12个部门印发了《全国物流园
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明确将物流园区布局城市
分为三级，并强调，严禁行“物流
园区之名”搞“商业地产”之实。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近年来，各级地方政
府积极推进物流园区规划和建
设，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管
理，一些市场和物流企业以物流
园区的名义圈占土地，行“物流
园区”之名，搞“商业地产”之实，
与物流园区的发展宗旨背道而
驰。

《规划》将物流园区布局城
市分为三级，确定北京、天津、唐
山等29个城市为一级物流园区
布局城市，石家庄、邯郸、秦皇岛
等70个城市为二级物流园区布
局城市，三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
则由各省区自行确定。

“另外，在一些重要物流节
点，仍然缺少设施齐全、服务能
力较强的物流园区。”发改委负
责人对记者表示，有的物流园区
缺乏政府的协调和推动，面临规
划、用地、拆迁、建设等方面的困
难。有的物流园区缺乏市场化
的运作机制和盈利模式，园区服
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现状

对于物流园区存在的问
题，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一
是建设发展有待规范。由于缺
乏统一规划和管理，部分地方
脱离实际需求，盲目建设物流
园区，片面追求占地面积和投
资规模。一些市场和物流企业
以物流园区的名义圈占土地，
行“物流园区”之名，搞“商业地

产”之实，与物流园区的发展宗
旨背道而驰。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中国物流学会去年9月发布
《第三次全国物流园区(基地)
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各类
物流园区共计754家。各地扎
堆修建物流园区热情高涨，摊

子一个比一个铺得大，却不能
掩盖物流园区空置率高，乱象
频出的事实。

有媒体报道称，记者近日
在江苏无锡西站物流园区走访
中看到，在这家以钢材等工业
生产物资为主要流通资源的大
型物流园中，一些项目处于闲

置状态，门可罗雀甚至人去楼
空。

“这些项目大多数是福建

从事钢贸行业的投资商开发
的，原本利用物流园项目容易
低价拿地的特点，出于圈地的
投机心理来投资物流园区建
设，甚至搞起了商业地产开
发。钢铁市场需求的持续萎
缩，使这些投资商资金链断裂，
项目停止开发。产权不明晰、
债务关系复杂等问题不易解

决，无人愿意接手，这些项目只
能空置。”一位已入驻物流园的
商户告诉记者。

该报道还称，利用物流园
区的规划进行圈地已经是公开
的秘密。不少物流园内具有生
活公寓、星级商务酒店等配套，
俨然成为成熟的房地产项目。

也有业内专家指出，除了地方
政府超前规划、引导不当，圈地
是物流园区过剩的重要诱因。

另外，还有媒体报道称，过
去3年来，作为常州市戚墅堰区

“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
总规划面积达220.6公顷的湾
城现代物流园区，在经历了轰

轰烈烈的开始后，目前又正在
感受着悄无声息地停滞，千亿
销售额刹那间梦碎。

“物流园区”变“商业地产”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