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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拟举债千亿元重现北宋汴京盛景

“这项工作非常难，我们都有心理准备。

不过做好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开封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孔祥成告诉记者，他

在被抽调到开封市旧城拆迁改造指挥部担任

办公室副主任时，就做好了准备。

开封市旧城拆迁指挥部承担着一项史无

前例的使命：从今年开始，4 年内要将老城区

大约 580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拆迁完毕。 预计

将涉及 8万户居民， 相当于开封老城区三分

之一的人口。

如此大的工程， 是实现一项宏伟目标的

前奏： 将破旧的开封老城改造成为一个古色

古香的、 以宋文化为主题的人文休闲旅游城

市，并充满现代时尚气息。

“到开封看看宋，到西安看看唐”，虽然历

史上有 9位皇帝在开封建都， 新中国成立后

开封还一度是河南的省会城市， 但是其整体

经济发展一直不好， 在郑汴一体化战略出台

之前，开封的经济状况还一度在河南“垫底”。

开封是一个老轻工业城市， 但是多少年

过去了，老工业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在开封

几乎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企业。 第三产业在

开封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重要了，

旅游业成为一项有着最好前景的支柱产业。

但开封的旅游业发展与全国旅游强市还

有很大的差距，为改变现状，开封新任市委书

记祁金立赋予开封两个定位：“开先” 和“复

古”。 一是建设开封工业化新城，二是打造国

际旅游文化名城。 开封的下一步发展战略非

常清晰，就是主攻文化旅游，再现大宋王朝的

风光。

再造北宋汴京

事实上，开封历史上几乎每一任领导都提

出要把开封打造成为国际旅游文化名城。早在

2003 年，就有人提出“清城计划”的创想，但之

所以没有付诸行动，其关键原因正是“差钱”。

近日，开封市规划局刚刚和国内一家知名

规划设计单位交换了意见，老城区的控制性规

划很快将出台。 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尽量减少

老城区人口数量。

为此，2012年， 开封市将完成 303 万平方

米的拆迁量。 孔祥成预计，今年的目标完成的

话，将有 3.5 万户老城居民搬到城外，其拆迁

费用将达到 200 亿元。 而 4 年下来，整个拆迁

完成，拆迁费用将达到 1000亿元。 这对于财政

收入还不到 50 亿元的开封来说， 无疑是一个

“天文数字”。

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开封市全市 GDP

达 1093.64亿元，在河南省 18个地市中排名第

13 位。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49.05 亿元，在

河南也是比较落后的。 而这有限的财政收入，

也大部分用在了开封新区建设中去，以迎合郑

汴一体化的融合趋势。

1000 亿元的资金需求是开封财政收入 20

年积累才能完成的，1000 亿元从何筹集成为

外界质疑开封的首要问题。

记者从开封市古城文化管委会、开封市住

房与城乡建设局和宋都古城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等部门了解到，发行地方债或向银行巨额贷

款是当前开封城市大拆大建资金的主要来源。

不过， 巨额贷款的利息负担将是开封财政重

负。

据了解，开封市新成立的宋都古城文化产

业园区，是国内仅有的四个国家级文化产业园

之一。 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挂着两块牌子，

分别是宋都古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开封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公司，分别承担着开封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和旧城改造融资的任务。

在解决资金来源方面，主要以宋都古城文

化投资公司为主要融资平台，采取项目贷款的

方式。

记者从开封古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了解

到， 开封古城文化产业园区目前有 22 个项目

正在着手打造中，项目贷款也正在申请。

事实上，相对于“开先”来说，“复古”更为

艰难。 开封市还希望能吸引开发商来投资，参

与老城拆迁工作。 但因为无利可图，开发商应

者寥寥。

开封市多年前就出台了规定：老城墙内建

筑物限高 15 米， 一是为了防止建高楼对地下

文物进行破坏，二是为了防止高层建筑对古城

风貌的破坏。因为高层建筑会对现有的古城风

貌形成破坏。 这种规划的要求，也从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开封的发展。这个规定对于开发商来

说，拆的房子和建的房子面积差不多，意味着

没利可图。这也是阻碍开封老城区旧城改造实

施的巨大障碍之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人士告诉记者，

对于大体量的旧城改造计划，政府采取的措施

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开发商在老城墙内搞拆

迁少赚点或者不赚， 但是在城墙外的开封新

区，政府对其划拨的土地，价格适当低一些。但

具体操作层面，该人士拒绝透露。

在开封的“复古”计划中，还有一项艰巨的

工作便是老城区居民的搬迁。

开封原来是工业基地，但因为企业效益普

遍不佳，大多以破产告终，留下一大批家属院

和低收入群体。

7 月底，记者在开封市老城区一处居民区

采访，70 岁的老人严萍告诉记者，她年轻时和

在市政公司上班的老伴分到一套 40 平方米的

房子。 一直到有了 3 个儿子，房屋面积都没有

增加。 两个大儿子后来要结婚，在房子旁边分

别搭建了两座大约 40 平方米的“违章建筑”。

正是这样的建筑，使得开封老城区如同迷宫一

般，与巴西的贫民窟类似。

严萍的一个儿子每月只有 1000 多元的工

资，没有工作的儿媳守在家里，靠卖给邻居一

些生活用品补贴家用。读技校的孙子每次回家

后，一家三口人就不得不挤在一张床上。

这些老城区居民大多是无业或者低收入

人群，一旦搬迁到城外安置房小区，就意味着

这部分人群的生活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 然

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政府为此所做的就

业引导工作，至今尚未明晰。

（据《中国经营报》）

举债发展

“复古”挑战

核心提示

七朝古都开封拥有引以为豪的、中国历史上保存最完

整的宋代文化资源，也拥有与历史声名极不相称的经济发

展水平。 现在，开封决定来一场豪赌。

开封的赌注就是将其所拥有的宋文化遗产资源“搞

大”———将开封市老城区改造成近 20 平方公里的实景人

文旅游胜地，重现北宋“汴京”时期盛景，同时要建设一座

工业化新城。

实现这一宏伟工程的前提是， 十几万市民将在未来 4

年内从老城区搬离，仅拆迁费用就要支付至少 1000 亿元。

而这仅仅是开封这项颇具想象力的“造城计划”的第一步。

对于一个财政收入不到 50 亿元的小城市来说， 拿什

么去撬动这 1000 亿元的巨额资金？ 不仅如此，开封的“造

城计划”同时面临着大量老城居民搬迁等诸多挑战。

汴

京

旧

城

全

貌

模

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