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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稳”字，成为贯穿

我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指导思想。2021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以来，“稳中求

进”成为各项经济工作部署

的高频词语。

“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

世纪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

重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

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接续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

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

农村稳定安宁。”2022年中央

一号文件定调后，农业农村

部、人民银行以及各省市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文件

也多以“稳”为主基调。

多位专家接受《中国经

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稳”

是今年“三农”工作的突出特

征，也是今年全国宏观经济

管理的总体指导思想。而由

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

着基础性作用，保障农业稳

产增产、防止规模性返贫以

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经

济社会大局平稳健康发展的

重要支撑工作。

业内专家指出，乡村振

兴衔接着脱贫攻坚和共同富

裕，不仅是我国“三农”工作

的总抓手，也为我国城镇化

发展提供着新的思路，同时

与国家其他战略协同推进，

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多位专家表示，今

年“三农”工作的突出特征就

是要稳定农业基本盘，以农

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而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则是要坚持以人

为本，通过市场化导向培养

一批乡村振兴人才队伍，通

过体制机制改革与政策引导

吸引年轻人才建设乡村。

“稳”字当头 乡村振兴瞄准新方向
稳住农业基本盘

“稳”字当头是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的突出特征。

回看近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农业农村形势对经济平稳发展的

支撑以及“压舱石”作用被多次强

调。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对“三

农”工作的强调与今年类似，表示

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

撑在“三农”，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基

本盘，守好“三农”基础。

但开篇即如此大篇幅定调，表

示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

须要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稳住

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在今

年尚属首次。

“‘稳’字可以说是今年宏观经

济管理的总体指导思想。”中国社

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以

“稳”字当先是与全年宏观经济总

体指导思想息息相关的，而要稳住

农业基本盘，主要是保障农业稳产

增产，农产品市场不发生大的波

动，同时作为脱贫攻坚与共同富裕

的衔接战略，乡村振兴也要接续推

进、稳中求进。

“不是所有年份的中央一号文

件都是‘稳’字当先，稳定农业基本

盘可以说是今年‘三农’工作的突

出特征与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

示，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基

础性作用，农业稳定，其他产业才

能稳定发展，今年我国“三农”工作

的突出任务即是稳定农业基本盘，

实际上主要就是稳农业和稳脱贫，

促进农业稳产增产，防止发生规模

性返贫，如此才能支撑经济社会大

局的稳定发展。

四川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

究院院长、四川天府新区乡村振兴

研究院理事长周伦理也表示，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项非常艰巨

的任务，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

今年“三农”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保

障粮食的有效供给，稳住经济社会

发展的基本盘。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的《关于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2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

意见》中即明确表示，相关工作布

局要重点围绕粮食生产稳面积提

产能、产业发展稳基础提效益、乡

村建设稳步伐提质量以及农民收入

稳势头提后劲等“四稳四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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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地产市场整体信心不足

的当下，部分大型房企开始主动

“护盘”。 3月25日，金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600383.SH，以下简称

“金地集团”）发布公告，董事长凌

克及部分核心管理人员拟购买不

超过2000万元本公司债券。此前，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2007.HK，以

下简称“碧桂园”）也公告称，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管拟购买总规模不

超过1亿元公司债券。

事实上，《中国经营报》记者调

查发现，进入3月份以来，多家房企

高管在债券市场上自购数千万元的

本公司债券，向外界传达信心，稳定

债市。按照上限金额计算，3月份民

营房企的护盘总金额超过1.7亿元。

房企高管在二级市场上以市

场价自购债券，也是继主动回购境

外债、增持自家股票后，在债市展

开的新一轮护盘行动。境外债方

面，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 年

初以来，房企回购美元债金额已达

12.8亿元，14家房企进行股份回购，

回购金额2.03亿元。

中指研究院方面认为，房企陆

续回购举措，主要是展现管理层对

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和偿债能

力的信心，或将对债市的信心起到

一定的提振效果。

高管自购公司债券 房企多举措提升债市信心

除管理层在二级市场购买

债券外，近期不少房企还以提

前赎回境外债券、提前完成债

券兑付资金划付等多种方式维

稳市场，修复信心。

房企的回购热在 2 月底便

释放出了信号。2月28日当天，

雅 居 乐 集 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3383.HK，以 下 简 称“ 雅 居

乐”）、厦门中骏集团有限公司

（1966.HK）等多家房企发布回

购票据或境外债券的相关公

告。其中，雅居乐披露，已全额

赎回2022年3月到期未偿还的

优先票据，该票据本金总额 5

亿美元，利率6.7%，发行于2019

年 3 月，原应于 2022 年 3月7日

到期。

3 月 4 日至 3 月 13 日，碧桂

园在公开市场购回 160 万美元

2022 年 7 月到期的 4.75%优先

票据，及 800 万美元 2023 年 1

月到期的 4.75%优先票据。而

自 2021 年 12 月 30 日起及截至

当时公告日期，碧桂园已累计

购回优先票据本金总额4570万

美元。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

年年初以来，已有碧桂园、新城

控股、旭辉控股、雅居乐等在内

的十余家房企主动回购债券、

票据等。房企回购美元债金额

已达12.8亿元。

近期多家房企回购美元

债，业内认为是房企向市场告

知自身状况逐渐好转以及其在

为避免造成违约而不断努力，

不排除将对美元债市场的信心

起到一定的提振效果。

不仅如此，近期，美元债市

场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家民营房

企。3月18日，卓越商管成功发

布一笔1亿美元票据，债券期限

为3年，发行利率2.91%，募资用

途将是为其现有债务进行再融

资。这笔美元债使卓越商管成

了今年首家实现美元债融资的

民营企业，这一利率也创下了

卓越商管境外发债利率的最低

纪录。

债市传递出的积极信号，

不仅来自房企的努力，也来源

于政策层面的提振。3月16日，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

开专题会议，强调有关部门要

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

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

台收缩性政策。

同日，央行、银保监会、证

监会、外汇局均作出表态，防范

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积极推

动房地产行业转变发展方式，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

发展。财政部表示，今年内不

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

市的条件。

从市场层面来看，受政策

利好影响，部分热点城市已有

回暖迹象。如四大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普涨，北

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

涨 0.6%、0.5%、0.6%和 0.4%，东

南沿海核心二、三线城市和基

本面良好的内陆二线城市已

出现回暖苗头。柏文喜指出，

房地产的这股暖潮是否会持

续，还要看政策的实际效果、行

业信心恢复和楼市的回暖情

况，目前房地产板块已经出现

了回调现象。

3 月 25 日，金地集团发布关于

公司董事和核心管理人员购买公

司债券的公告。公告显示，金地

集团部分董事和核心管理人员将

按照交易所规则，以市场化方式

在二级市场购买公司债券，购买

主体为公司董事长凌克及部分核

心 管 理 人 员 ，购 买 规 模 不 超 过

2000万元。

这是继碧桂园、旭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0884.HK，以下简称“旭

辉集团”）、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601155.SH，以下简称“新城控

股”）等多家地产公司董监高自购

公司债之后，又一家地产公司高管

计划自购。事实上，3月中旬以来，

面对债市的波动，陆续有多家房企

的高管主动“护盘”，在二级市场自

购公司债券。

早前的3月17日，碧桂园公告

称，公司董事、监事将以市场化方

式在二级市场购买碧桂园公司债

券，总规模不超2000万元。3月23

日，碧桂园再度公告称，将公司债

券的购买额度提高到 1 亿元，购买

主体为碧桂园地产全体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

紧随碧桂园之后，新城控股

也抛出了购买债券计划。3 月 19

日，新城控股总裁、联席总裁财务

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人拟购买

2000 万元公司债券，计划实施期

间为 2022 年 3 月 21 日至 2022 年 6

月20日。

3 月 21 日，另外一家民营房企

旭辉集团也加入护盘行动。其董

事陈东彪、杨欣计划以市场化方式

在二级市场购买本公司债券，总规

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上述房企披露，高管自购本

公司债券均为“市场报价较估值

偏离较大的公司债券”，此举是基

于对公司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的

认同，同时为了积极维护公司债

券价格的稳定，切实保护投资者

利益。

“公司发债是为了融资，通过

高管个人来买公司债，等于个人借

钱给公司，表明看好公司的未来以

及对公司有信心，这样有利于公司

发债任务的完成。”IPG中国首席经

济学家柏文喜分析称，高管自购债

券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以稳固债

券价格，在减轻投资者压力的同

时，也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价及有利

于公司后续融资。

此番管理层下场购入公司债

券并非毫无根据。近来，地产债券

受房企债务逾期及评级下调影响，

价格持续下探，一些尚未出现债务

违约的房企也履遭“误伤”。

以碧桂园为例，其管理层斥资

购买公司债券，被认为是公司对

“做空者”的回应。3月15日前后，

地产债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碧桂园

2024 年到期的美元债价格由年初

的 100 美元附近下跌至 50 美元左

右；旭辉2023年1月到期美元债价

格由 2 月底的 94 美元下跌至 3 月

15 日收盘不到 60 美元；金地 2024

年到期债券价格则下跌至 80 美元

附近。

碧 桂 园 曾 对 此 发 布 公 告 表

示，股份及公司债成交价下跌及

成交量增加，或归因于近期社交

媒体上流传有关公司境内外融

资 相 关 不 公 平 负 面 陈 述 或 评

论。该等有关论述为毫无根据

且严重误导。

碧桂园称，将积极开展维护市

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行动，

近期行动包括且不限于积极回购

集团债务证券、提前将债务证券兑

付资金划转至指定账户、向证券监

管机构等相关监管机构投诉举报

散布谣言及恶意做空行为。而此

次公司高管购买的债券就包括在3

月 11 日遭遇下跌并触发临时停牌

的“21碧地04”。

除了碧桂园，旭辉集团近日

也备受机构披露的一份报告困

扰。据了解，国际评级机构瑞银

于 3 月 14 日发布研究报告，将旭

辉控股股票的评级由“买入”调整

至“中性”。该机构的理由是，由

于开发商的违约风险不断上升，

旭辉合作项目多且合作伙伴多为

民企（存信用风险）或金融机构

（存挤兑风险）的民营房企，因此

面临潜在风险。

随后的3月16日，旭辉对外公

告称，报告欠缺严谨且严重误导，

并针对瑞银提出的潜在风险点，作

出回应。旭辉控股 CFO 杨欣在 3

月24日的业绩会上回顾称，可以看

到大部分房企的债券价格都出现

了非理性偏离，这一轮债券波动，

不仅仅是来源于企业本身基本面

或行业基本面，还伴随了一些不实

的信息传播。

对于部分房企被“误伤”，柏文

喜表示，这表明市场信任极度脆

弱，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反应剧

烈。而另一方面也说明市场怀疑

部分房企可能存在较大的表外负

债或者未披露的负债。

提振债市信心

债市有望回暖

产 业 兴 旺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点。在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

方面，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

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等

多项举措。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一定要和农业相关联，千万不

能搞耕地非农化。”李国祥提醒，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能脱

离农业，否则只图眼前利益将难以

持续发展，且违背农业稳产增产的

基本原则。

“当前乡村振兴产业主要分

为粮食生产、生猪养殖等保障性

产业、现代种业、冷链物流、仓储

加工等支撑性产业以及融合发展

的新兴产业。不同产业发展面临

的难题不同，但都需要保障人的

需要以及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周

伦理表示，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

要因地制宜，首先还是要保障粮

食的有效供给，而融合发展的新

兴产业要格外注重效益的提升与

品质保障，相关产业要真正融合

起来发展。

在乡村发展与乡村建设两项

重点工作中，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均提出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县域

统筹，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县域富民

产业，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党国英认为，城镇化和市场化

发展以及劳动力转移是过去一段

时间农村发展的一项重要推动因

素，此后乡村发展仍离不开城镇化

与市场化方向，只是要注重推动小

城镇高质量发展，从而切实带动农

业农村发展。

“要跳出农村看农村，对整体

人口布局与城镇化发展有通盘考

虑，推动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推进

均衡城镇化发展。”党国英表示，当

前农业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多是

驻扎在地级城市以上，小城镇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也远远落

后于大中城市，并不利于乡村产业

发展与振兴，唯有通过推动小城镇

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吸引现代化

的人才来振兴乡村。

党国英认为，推动小城镇高

质量发展，要推动农业产业链下

沉，提升小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水平，甚至让部分非农产业链

也进入小城镇。“实际上并非所有

城市都需要上百上千万的人口，

四五万人口的小城市如果能够高

质量发展，同样可以成为国际性

的 城 市 ，有 效 带 动 周 边 乡 村 振

兴。”党国英表示。

在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方

面，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明确提

出，支持大中城市疏解产业向县域

延伸，引导产业有序梯度转移。大

力发展县域范围内比较优势明显、

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

的产业，推动形成“一县一业”发展

格局。加强县域基层创新，强化产

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加快完善县

城产业服务功能，促进产业向园区

集中、龙头企业做强做大。引导具

备条件的中心镇发展专业化中小

微企业集聚区，推动重点村发展乡

村作坊、家庭工场。

稳住农业基本盘

聚焦产业发展

回击“做空者”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农业稳定，其他产业才能稳定发展，今年我国“三农”工作的突出任务即是稳定农业基本盘。

“要跳出农村看农村，对整体人口布局与城镇化发展有通盘考虑，推动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推进均衡城镇化发展。”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定调后，农业农村部、人民银行以及各省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文件也多

以“稳”为主基调。 本报资料室/图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下好人才

振兴“先手棋”是关键。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中，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建设在加大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

新力度中被提出。多位专家认为，

做好乡村人才振兴工作，要坚持市

场为导向，同时需要打好政策保障

与体制机制创新等“组合拳”。

“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一定要以

市场为导向。”周伦理表示，乡村振

兴的人才培养要打好“组合拳”，面

向不同群体进行一系列机制创新

与政策探索，比如出台政策支持和

加大配套建设，让愿意留在乡村的

部分人才尝到做农业的甜头；面向

市场引进和培养一批懂经营懂管

理的干部，起到应有的组织和引导

作用。

强化“造血”，推进乡村振兴人

才队伍培育也是近年山东与重庆

坚持协作创新的重要方面。通过

双方深化协作，孵化于山东淄博中

郝峪村的“郝峪模式”被引入重庆

中益乡等地，融入当地乡村振兴。

“郝峪模式”的具体形式是“公

司运作+单体承包+村民入股”，通

过公司化运作、单体承包责任制、

村民入股的方式，负责全村旅游项

目开发和运营；并通过构建农户与

公司的利益联结机制，给予全体农

民分红和奖励。“郝峪模式”创建人

赵胜建表示，重视以市场化导向培

养乡村振兴人才是该模式的重要

特征。前不久，重庆市文旅委等部

门还牵头组织了相关模式在渝植

入推广项目系列培训班。

赵胜建表示，此前“郝峪模式”

的复制推广形式都是以培训为主，

鲁渝协作试点项目则都采用投资

入股的形式参与，除前期全方位培

训外，双方联合参与公司经营，在

市场化的实践中锻炼培养人才。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要打好“组合拳”，面向不同群体进行一系列机制创新与政策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