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要素特徵

稀缺性
資源本身有限，不可複製、再生，越用越少

價值體現
地段、位置

增值原因
資源本身及地段位置的稀缺性

交易方式
公開市場招拍掛

經濟社會效應
土地價格最終通過房地產、商業租金等轉嫁給
普通百姓及企業，高企的房價與租金價格會影
響民生、增加企業運營成本，並帶來金融風險

價值轉移渠道
頭部開發企業、各類中小型開發商通過購置土
地，開發成住宅和商業房產，售賣或出租給百

姓和企業

政府財政收入
通過吸引城鄉人口逐級流動，提高房價，獲得

土地收入，不可持續
資料來源：人民網

土地要素

話你知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

任習近平2月19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時強調，要增強土地要素對優勢地區高質量發
展保障能力。

據了解，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生活要素。中國農業大
學土地科學與技術學院副院長朱道林去年曾撰文表示，土
地作為生產要素，只有投入生產過程才能創造價值，生產
力增長才能決定經濟增長，因此，滿足生產性需求的土地
投資才能促進經濟增長，前提是存在生產性需求；僅僅為
獲取預期資產增值的土地投資，只有可能刺激經濟短期增
長，而經濟長期增長必須依賴生產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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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家屬今赴金門 泉州紅會派員陪同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台

辦發言人朱鳳蓮19日表示，2月14日台灣有
關方面粗暴對待大陸漁船致2名漁民遇難惡性
事件發生後，福建省、泉州市有關方面持續
與船員家屬溝通，決定由泉州市紅十字會等
派人陪同家屬於20日赴金門，接回2名生還人
員並處理相關善後事宜。

朱鳳蓮強調，台灣有關方面應對船員家
屬及有關人員赴金門提供便利，做好安排，
認真對待他們的正當關切，配合處理好善後
事宜，避免進一步傷害兩岸同胞感情。

四海警船在廈金海域執法巡查
另據記者蘇榕蓉報道：而繼2月17日國

台辦宣布廈金海域不存在所謂 「禁止、限制
水域」 後，大陸海警船19日在廈金海域展開
常態化執法巡查行動。軍事專家王雲飛向大
公報表示，有4艘隸屬中國海警的執法船舶19
日出沒在廈金海域，航行位置圍繞金門北
方、南方及東南方海域，這顯示大陸在這些
區域有海上執法權，這種海上執法權包括台
灣當局聲稱的所謂 「禁止、限制水域」 之
內。這次大陸出動的海警執法船比較多，此
舉是要警告台灣當局以後不能再這樣無視大
陸漁民的生命安全。未來大陸的海警船在這
塊區域的巡查執法不是臨時性的行動，而是
常態性行動，以保護漁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
相關海域的作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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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門聯合調查全國數據資源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家數據局19日發布消

息，為摸清數據資源底數，加快數據資源開發利用，更好
發揮數據要素價值，國家數據局、中央網信辦等部門聯合
開展全國數據資源情況調查，調研各單位數據資源生產存
儲、流通交易、開發利用、安全等情況，為相關政策制
定、試點示範等工作提供數據支持。

據了解，調查對象為省級數據管理機構、工業和信息
化主管部門、公安廳（局），各省重點數據採集和存儲設
備商、消費互聯網平台和工業互聯網平台企業、大數據和
人工智能技術企業、應用企業、數據交易所、國家實驗室
等單位，中央企業，行業協會商會以及國家信息中心。

根據要求，各單位登錄全國數據資源調查管理平台，
填報相關調查表。全國數據資源調查工作開展時間為
2024年2月18日00：00至3月5日24：00。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習近平在主持會議時強調，要建立健
全同宏觀政策、區域發展更加高效銜
接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要素配
置精準性和利用效率，推動形成主體
功能約束有效、國土開發協調有序的
空間發展格局，增強土地要素對優勢
地區高質量發展保障能力。促進經濟
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解決資源環
境生態問題的基礎之策，要堅持全面
轉型、協同轉型、創新轉型、安全轉
型，以 「雙碳」 工作為引領，協同推
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把綠色
發展理念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
各方面。要進一步提升基層應急管理
能力，推動應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
保障下傾、關口前移，有效防範化解
重大安全風險，及時有力有效處置各
類災害事故，築牢安全底板，守牢安
全底線。要緊扣制約科技與經濟深度
融合的突出問題，圍繞創新要幹什
麼、誰來組織創新、如何支持激勵保
護創新，持續深化改革攻堅，加快建
設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

嚴格落實國土空間管控邊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李強、王滬寧、
蔡奇出席會議。

會議指出，要統籌好區域經濟布
局和國土空間利用，立足各地功能定
位和資源稟賦，細化土地管理政策單
元，提高資源開發利用水平，更好發
揮優勢地區示範引領作用。要嚴格落
實國土空間管控邊界，嚴守耕地和永

久基本農田、生態保護紅線、城鎮開
發邊界三條控制線，加強事中事後監
管。對一些探索性但又十分緊迫的改
革舉措，要深入研究、穩慎推進。

為綠色轉型提供政策支持
會議強調，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

面綠色轉型，要聚焦經濟社會發展重
點領域，構建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空
間格局，推進產業結構、能源結構、
交通運輸結構、城鄉建設發展綠色轉
型，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
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抓住推動綠
色轉型的關鍵環節，推進全面節約，
加快消費轉型，強化綠色科技創新和
先進綠色技術推廣應用。要健全支持
綠色低碳轉型的財稅、金融、投資、
價格政策和相關市場化機制，為綠色
轉型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會議指出，過去一年，我們全面
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深刻把握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對全面深化改革提
出的新要求，科學謀劃新起點上改革
工作，精準發力、協同發力、持續發
力，為新征程開局起步提供了動力活
力。推動黨的二十大部署改革任務貫
徹落實，研究通過一批重要改革文
件，集中力量解決高質量發展急需、
群眾急難愁盼的突出問題。組織實施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完善黨的領導制
度體系，優化科技、金融等重點領域
機構職責配置，中央層面改革任務基
本完成。加強對重點改革任務的協調
推動、督促落實，推動改革落地見
效。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員會主任習近平2月19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

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強對優勢地區
高質量發展保障能力的意見》、《關於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
型的意見》、《關於進一步提升基層應急管理能力的意見》、《關於
加快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的意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員會2023年工作總結報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2024年工
作要點》。習近平強調，要建立健全同宏觀政策、區域發展更加高效
銜接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要素配置精準性和利用效率，增強土
地要素對優勢地區高質量發展保障能力。

習近平主持中央深改委會議 強調建立健全土地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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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保障高質量發展

提升基層應急管理能力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2月

19日下午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員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進
一步提升基層應急管理能力的意
見》。會議指出，要理順管理體制，
加強黨對基層應急管理工作的領導，
發揮應急管理部門綜合優勢以及相關
部門和有關方面專業優勢，銜接好
「防」 和 「救」 的責任鏈條，健全大
安全大應急框架。要完善工作機制，
推動形成隱患排查、風險識別、監測
預警，及時處置閉環管理，做到預防
在先、發現在早、處置在小。健全保
障機制，加大基礎性投入，根據地區
人口數量、經濟規模、災害事故特
點、安全風險程度等因素，配齊配強
應急救援力量。要強化對基層幹部教
育培訓，提升社會公眾風險防範意識
和自救互救能力。

會議強調，加快形成支持全面創
新的基礎制度，是深化科技體制機制

改革、推動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的重要舉措，要完善黨中央對科技工
作集中統一領導的體制，健全新型舉
國體制，聚焦主體協同、要素配置、
激勵約束、開放安全等方面突出問
題，補齊制度短板。要根據科學研究、
技術開發、產業創新的不同規律，分類
加強制度設計，重大改革試點先行。要
加強系統集成，對新出台的舉措、新制
定的制度開展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
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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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民警在湖北宜昌興山縣高
橋鄉的國道路段上清理積雪。 新華社

改革舉措要奔着解決最突出的問題去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2

月19日下午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指出，今年是全面
深化改革又一個重要年份，主要任務
是謀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這既是黨的十八屆三
中全會以來全面深化改革
的實踐續篇，也是新征程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
新篇。要堅持用改革開放
這個關鍵一招解決發展中
的問題、應對前進道路上
的風險挑戰。

會議強調，要繼續抓
好有利於擴大內需、優化

結構、提振信心、保
障民生、防範化

解風險的改革舉措，集中解決最關
鍵、最迫切的問題。要科學謀劃進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聚焦妨礙
中國式現代化順利推進的體制機制障

礙，明確改革的戰略重點、優先順
序、主攻方向、推進方式，突出改革
問題導向，突出各領域重點改革任
務。改革舉措要有鮮明指向性，奔着

解決最突出的問題去，改
革味要濃、成色要足。要
充分調動各方面改革積極
性，進一步凝聚改革共
識，舉全黨全國之力抓好
重大改革任務推進和落
實，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
和建議，及時總結基層和
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激
勵廣大黨員、幹部擔當作
為，推動形成勇於創新、
真抓實幹、開拓奮進的濃
厚改革氛圍。

▲中央深改委會議強調，改革舉措要有鮮明指向性。圖為肇慶高
新區新能源產業集群。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