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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危旧房改造看“重庆模式” 

崔之元 

 

近来，海内外对“重庆模式”越来越关注，也有不少争议。“重

庆模式”究竟是什么？本文认为，从薄熙来同志主政重庆后干的第

一件大事-----主城区危旧房改造-----可以清晰地看出“重庆模式”

的基本内容。 

2008年 04月 8日，薄熙来到渝中区、南岸区调研，先后考察

了化龙桥片区拆迁建设情况、十八梯危旧房改造，解放碑 CBD规

划、南岸茶园新区及南坪城市中心规划建设。薄熙来说，“市内有

的地方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危旧险房，反差很大，当领导的不

能无动于衷，这有个对老百姓的感情问题”。因此，要用 3年时

间，打一场危旧房改造的攻坚战，“危旧房改造一定要让利于民，

保证迁建房的面积比原来大，质量比原来好，户型设计要方便、适

用”。他还说，“危旧房改造不仅是民生工程，也是环境工程、经

济发展工程，是“一箭三雕”，一举多得，运作好了，能扩大城市发

展空间，提升城市形象，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和生产要素的进入，

对重庆未来的良性发展大有益处”。三年后的今天，重庆主城区已



经拆迁危旧房 1218万平方米，原住民户均居住面积增长 50%以

上，共涉及约 14.95万户，44.85万人。 

考察危旧房后的三个月后，在 2008年 7月 20日召开的重庆市

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薄熙来首次提出建设“五个重庆”的战略目

标，其中“宜居重庆”名列第一。可以说，2008年开始的危旧房

改造和 2010年开始的公租房建设，是“宜居重庆”建设的两大关

键工程。 

为什么薄熙来以危旧房改造为“重庆新政”的突破口？这可能不

是偶然的。据 2001年 5月 14日“人民日报”报道，薄熙来在担

任大连市长时率先在全国提出了“经营城市”的理念。他说，“国

企是国有资产，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政府挣钱，不仅可以通过

征收企业的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城市使财政增收”，“ 大连市

区有 200多万人，而在过去的七八年间，其中 100万人住进了新

房，有 45万人自己没有花钱，完全靠政府运作乔迁新居，住房面积

还平均增加了 40%。这 45万人的房子，投资成本就是 120多亿元，

如果以 90年代初期我市的财力来比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是因为

近年来大连城市整体增值了，才有可能组织开发公司来盖房，政府

把土地效益让利给百姓去盖房，开发公司也少赚点，好事就做成

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不是通过政府一般意义上的财政支出，

而是通过“经营城市”，“把土地效益让利给百姓”，才使大连的

城市更新得以完成。 



重庆的危旧房改造在“经营城市”的机制上更进了一步。在一般

意义上的财政不宽裕的情况下，重庆巧妙运用“信托”这个最灵活

的金融工具来“把土地效益让利给百姓”。具体做法是，重庆信托

联手三峡银行，以银行理财产品与信托相结合的方式，为重庆市主

城区危旧房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由三峡银行发行年预期收益率

为 7.2%的 18个月理财计划，所募集的 60 亿资金交付给重庆信托设

立单一资金信托，用于对重庆市投融资平台地产集团和园林集团增

资，完成拆迁改造后的土地增值收益中的一部分，由财政局拨给渝

富公司用于溢价回购信托股权。这样一来，不仅完成了危旧房改

造，而且老百姓从“银信结合”的理财计划中得到了远高于银行存

款的收益。 

从危旧房改造的案例，我们不难归纳出“重庆模式”的基本内

容：以改革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手段（信托将财产所有权和收

益权分离，突破了罗马法“一物一权”原则，中国在“大陆法系”

内引入信托本身是一大创新），来实现民生导向的社会主义价值

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