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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邀请多位经济学者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热词

舍得花，前提是兜里要有钱
中部崛起、扩大消费、提高收入、加强保障等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的关键点，也即“热词”。昨日，受本报邀请，我

省多位经济学者对几大“热词”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将这些与安徽“对接”。安徽的机遇如何？在发展过程中有何优势？如何增

加居民收入？经济学者用自己的语言诠释了几大热词中的“安徽特色”和“安徽机遇”。 记者 沈娟娟热词热词

菜价“高烧”让“米袋子”、“菜篮子”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扩容“菜地”，让市民吃上“平价菜”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

的同时也使得收入分配有不断

加大的趋势。这种差距主要体

现在政府和老百姓、资本家阶

层和工薪阶层、垄断行业和其

他部门职工的收入差距上。

我国经济外向型倾向越来

越明显，所以要刺激国内消费、

扩大内需，而前提就是提高居民

收入。想要提高居民收入，首先

要从降低个人税负，工薪阶层的

收入登记在案，可以适当提高个

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使得他们的

应纳税款减少，税负降低。

其次，政府应该加强民生

工程建设，扩大政府在教育、

公租房等民生方面的转移支付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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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

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要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

促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多渠道开发就

业岗位。”

提高收入是扩大内需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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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

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会议上，国家都

提出了“要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

我省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和振兴皖北，都是我省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的“招数”。

无工不富，中部崛起要突出发

展工业。如何崛起？今年初获批的

皖江示范区就是中部崛起的范例

——承接产业转移，将发达地区的产

业承接过来，壮大工业实力。中部地

区需要承接转移，而东部地区因为环

境、资源、成本等问题的限制也要求

“转移”，一拍即合。

皖江城市带是中部崛起的需要，

也确实会推动中部崛起，将中部的工业

“短腿”补长。而且承接不是皖江一个

地方的事，皖北可以通过直接招商或者

接受皖江辐射的方式发展自己，实现我

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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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加快制定法律法规、配套政策、考核体系，确保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到实处。要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合理确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开发

边界，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网络化发展的城镇化新格局。”

区域协调发展将工业“短腿”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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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拉动经济发展的主

要是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

费。从现状来看，安徽是一个内向

型的身份，出口较少，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也小，拉动经济增长的

主要是消费和投资。

消费主要是看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近两年来，这个指标增长速度

非常快。从短期来讲，我省居民收入

提高后，有能力买，消费较为旺盛；从

长期看，国家经济也在逐步转型，扩

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此外，家电、汽车、建材等商

品的下乡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家对

农村这个消费市场越来越重视，

用政策激励的方式提高农民的购

买能力，挖掘农民的消费潜力。

当然，农村市场对消费拉动比较

有限，最强的拉动力还是来自于

城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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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增强消费拉动力，重点提

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城镇市场“拉动”全省消费

安
徽
省
发
改
委
经
济
研
究
院
总

经
济
师

解
读
人
：
周
云
峰

社会保障就是养老、医疗、最

低生活保障、充分就业等的统称。

从民生工程的不断“扩容”，到

全国率先实施的医改，以及养老和

医疗保障，都能体现出我省对社会

保障较为重视。

但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是一个庞大繁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个人、企业、政府等多方的协

作。目前，我省社会保障的“软

肋”主要是城市的弱势群体和农

民这两块，只有在照顾国家财力

的基础上“补缺”，才能逐步完善

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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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

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完善转移接续办法等方面取得新进

展，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建立健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城乡居民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

城市弱势群体和农民是“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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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要下雪了，菜价肯定要涨，今天

的大白菜就比昨天涨了一毛。”12月13日上

午，家住合肥长丰路警祥苑的张阿姨无奈

地告诉记者。尽管在政府调控组合拳的作

用下，菜价开始“退烧”，但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依旧对农产品价格上涨非常重视，专门

提到要推进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农产品有

效供给，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

据了解，我国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90年代中叶。2007年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涨幅高达4.8%，但当年召开的经济工

作会议上，也并未直接提及“米袋子”“菜篮

子”。这次重点提出，足见中央对菜价的重视。

会议：重提“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面对今年以来蔬菜价格的飞升，专家

分析原因是蔬菜季节性短缺与蔬菜流通环

节费用增长叠加造成。根据周谷堆农贸市

场的统计，本地菜在该市场上的比例仅占

30%。而严冬季节更低至20%，这样带来的

后果是，一旦天气不好，本地菜价就会猛

涨，而外地菜价上涨，本地菜的抑制作用却

很有限。

“对于蔬菜这种货架期很短的产品来

说，增加本地供应量对于稳定菜价至为关

键。”省农科院园艺所“蔬菜专家”刘才宇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长途运输蔬菜从产

地到零售市场中间经过4～5个流通环节，

其中每个环节都将增加20%的成本，这样

一来，蔬菜零售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调查：合肥七成蔬菜来自外地

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

盐酱醋茶。粮价、菜价的何去何

从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今年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出现了

“米袋子”、“菜篮子”的身影。

会上提出，以经济和法律手

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

段，全面加强价格调控监管工

作，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而记者从省农委菜篮子办

公室了解到，根据规划，2015

年，我省“菜地”面积将达到

1550 万亩，这些“菜园子”30%

都将建起温室大棚。届时，广

大市民将能吃上更多的“平价

菜”。 记者董艳芬

省农委菜篮子办公室主任王亚林告诉

记者，不仅城市居民需要买菜，80%以上的

农民同样也要买菜，蔬菜消费量大大增

加。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全省6800万人口

中，大约4000万以上人口需要购买蔬菜食

用。而且现在的蔬菜消费，品种需求多样，

这对“菜篮子”供应也是个挑战。

不过，未来5年安徽“菜园子”面积有望

扩容。王亚林透露，根据省农委菜篮子办

公室“十二五”规划，2015年末，我省“菜地”

面积将达到1550万亩，其中温室大棚的菜

地面积比例更是高达30%。

在王亚林看来，地产菜种植面积增大，

从而减少流通环节的成本，市民吃蔬菜也

会便宜。

“如果按照规划实施，市民有望能吃上

更多的“平价菜”。”王亚林分析，“菜园子”

稳定了，稳住“菜篮子”就要容易得多。

5年后，安徽“菜地”扩容至1550万亩

菜篮子
菜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