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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记者王立彬、胡璐)正在举行
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多项关于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的法律案和报告。

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
长治久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信息包含诸多政策红利，可以
用“三三两”简要加以概括。

“三块地”改革：非农建设不再“华山一条道”

再次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 33 个试点县(市、
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期限的决定草案 23 日
提请审议，拟将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法律调整实施的期
限再延长一年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在作上述决定草案说明的同时，还作
了关于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土地
管理法修正案公布实施还需要一段时间，试点政策还要与法律
修改稳妥衔接，有必要延长法律调整实施期限。

“三块地”改革试点实践，正在“倒逼”土地管理法及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加快修法进程。用陆昊的话说就是“为农地入市扫清法
律障碍”。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删去了现
行土地管理法关于从事非农业建设使用土地的，必须使用国有土
地或者征为国有的原集体土地的规定；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建设用地，允许
土地所有权人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

为了与土地管理法修改做好衔接，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九条关于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土地必须先征收为国有后才能出
让的规定一并作出修改。

“三权分置”：从承包地到宅基地

此次，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七次会议三审。这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巩固和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落实“三权分置”
制度，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等具有重大意义。

按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的评价，实行集体所有权、农户承
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是对农村土地产权的丰富和细分，
新的制度安排坚持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强化了对农户土地承包
权的保护，顺应了土地要素合理流转、提升农业经营规模效益和
竞争力的需要。“三权分置”创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
现形式，在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演进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

据悉，有关承包地登记的费用，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除按规定收取证书
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二次审议稿删除了这一规定。有
的部门、专家和社会公众提出，这一规定实践中效果很好，建议
恢复。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上述意见。

在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探索实践基础上，2018 年中央一
号文件作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改
革部署。随后，山东禹城、浙江义乌和德清、四川泸县等试点地区
结合实际，开始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模式。

属于集体建设用地的宅基地“三权分置”，重要的基础工作
就是确权、登记、发证。原国土资源部反复强调，各地开展房地一
体的农村权籍调查，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开展，不
得收费，不得增加农民负担。

近日，自然资源部不动产登记中心在湖南省长沙市组织召
开不动产登记理论与实务研讨暨现场会。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要把宅基地“三权分置”确权登记作为不动产登记机构
的重要职责和不动产登记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不动产统一登
记工作范围，围绕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
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加强
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两权”抵押贷款：汇入“三块地”与三权分

置改革

在这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北京大兴是代表性试点之
一：全国 33个“三块地”改革试点之一、232个农村承包土地的经
营权抵押贷款试点之一，此外还是原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首批开展的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之一。

此次常委会会议期间，预计大兴“三块地”改革试点延期，
“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授权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限届满后
正式收官。

一次延期、四年试点，成效可观。截至今年 9 月末，232 个
试点地区农地抵押贷款余额 520 亿元，同比增长 76 . 3%，累
计发放 964 亿元；59 个试点地区农房抵押贷款余额 292 亿
元，同比增长 48 . 9%，累计发放 516 亿元。

据央行及银保监会数据，这有力地促进农业经营由分散
的小农生产逐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缓解了“三农”领域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普通农户贷款额度由试点前的最高 10 万元
提高至 50 万元，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额度由试点前的
最高 1000 万元提高至 2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支持了农户增
收致富。通过“两权”抵押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
明显提升。湖南省启动试点以来，“两权”抵押贷款已累计支持
全省近 3 万个农业经营主体。

“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或将授权不再延期，是因为目前农村
土地承包法正在修订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如顺利通
过，2018 年底试点结束时，农地抵押贷款业务法律障碍基本消
除，央行将及时会同有关方面做好全国推广工作。而农房抵押
贷款业务拟纳入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大盘子统筹考虑。

陆昊表示，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范围较窄，时间较短，
尚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且各有关方面对宅基地
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认识还不一致，有待深入研究。建议在
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问题，待形成比较成熟
的制度经验后再进行立法规范。

“三块地”改革 “三权分置”“两权”抵押贷款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立法有哪些新期待

印尼海啸死亡人数升至 373 人

海啸将繁华一扫而光
被海啸冲垮的房屋化作一堆破砖碎瓦；汽车被倒塌的大

树压到变形，趴在废墟上；被卷上岸的渔网胡乱缠绕在大树
上；农用拖拉机浸泡在淹没的农田里……

23 日下午，记者驱车从北向南沿着印度尼西亚万丹省的
西部海岸前往万丹省板底兰县和西冷县灾区，一路见到的是
遍地狼藉。

板底兰县和西冷县西部海岸是印尼传统度假区，细白的
沙滩、碧蓝的海水使这里成为知名的冲浪和潜水目的地。海岸
周边酒店、度假村、餐馆、商店遍布，商业繁荣。

在受灾严重的西冷县芝朗加村，海啸已经把这里的繁华
热闹一扫而光，只留下随处可见的泥沙、残枝、废弃物，以及废
墟上的一片寂静。

军警和搜救人员正在同时间赛跑，日夜挖掘房屋废
墟，争取发现更多幸存者。救灾人员在村子的空地上搭起
帐篷分发救灾物资，当地居民们也在帮忙搬运物资和清理
废墟。

回忆起海啸发生时的情景，“心有余悸”是幸存居民的普
遍感受。

24 岁的艾吉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的家正对着巽他海
峡中的喀拉喀托火山，艾吉说他就是听着火山喷发和震动的
声音长大的。不过，海啸发生当晚，他却听到异常的声音，“感
觉是从海底传出来的”。

“当晚我正在休息，突然发现海水已经漫过地板，我意识
到这是上涨的潮水，我抱起孩子叫上妻子就拼命往外跑，”艾
吉说，“逃出家门后，我眼睁睁看着房子被一浪接着一浪卷过
来的海水淹没并随后解体。这真是我从未见过也毕生难忘的
恐怖场景。”

位于芝朗加村负责搜救的官员约翰·埃芬迪对新华社记
者说，芝朗加村受灾严重，目前已有 12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另有 31 人失踪。印尼国家搜救局已经出动约 700 名搜救人员
展开紧急救援。

虽然海啸重创了家园，但是艾吉并不悲观。他说，相信海
啸过后这里的海水将会依旧湛蓝，椰影依然婆娑，沙滩也将重
返洁白。“经历这次海啸之后，我们也会更加爱护环境，更加合
理地进行村庄规划建设。不久的将来，这里将会出现一个更加
繁华与热闹的度假村。”

(郑世波)据新华社印度尼西亚西冷 12 月 24 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电(“中国
网事”记者林碧锋、顾煜)抢
票加速包、酒店或汽车票优
惠券等“优惠服务”被默认勾
选，支付价格莫名比票价
高……一段时间以来，不少
消费者网购火车票时发现，
部分火车票网购平台暗藏消
费陷阱，消费者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花了冤枉钱。对此，
消费者协会有关专家表示，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隐蔽的
“捆绑搭售”属侵犯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应积
极依法维权。

“默认搭售”套路深

家住新疆乌鲁木齐的甘
先生最近用手机 APP“高铁
管家”购买火车票时发现，从
乌鲁木齐至酒泉的票价原本
是 342 . 5 元，但他在提交订
单时却实际支付了 362 . 5
元，甘先生仔细查看后发现，
在购票时系统默认选择了
“黄金版，最高保额 80 . 5 万”

的保险套餐，“没有任何提
示，就被多收了钱。”甘先生无
奈地说，由于着急买票，类似
的“捆绑搭售”令人防不胜防。

如今，网上购票、手机支
付等快捷服务成为越来越多
人的选择，然而在便捷购票
服务的背后，一些商家却打
起了歪主意，利用技术手段
玩起各种购票“默认搭售”，

消费陷阱层出不穷。
记者体验手机 APP“高

铁管家”时发现，在购票同时
默认购买了一份保险套餐，点
击更换套餐类型后，该第三方
购票软件搭售的交通险分别
为 20 元、10 元、5 元三个选
项，并在套餐下方标有相应的
“出票优先值”，而在“不购买
套餐”选项下方则标有“出票
较慢，有时排队”字样。

“不仅‘捆绑销售’，退票
时还不能退这些费用。”今年
9 月，董先生使用该第三方
购票软件购买了郑州到成都
的火车票，该平台收取了“搭
售”服务的费用，但在退票时
却发现这些“搭售”服务的费
用无法退回，“虽然只有几十
块，但这钱花的真冤枉。”董
先生投诉时说。

无独有偶，今年 6 月，学生邱政渊在某手机 APP 上通
过抢票服务购买从郴州到长沙的高铁票，在没有订购“加速
包”的情况下，被自动扣款选购“加速包”的 40元，而选择取
消时发现无法退还被扣的 40元，随后他向投诉平台求助。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消费者在第三方平台购买火
车票遭遇类似“默认搭售”的情形时有发生，消费者普遍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花了冤枉钱，这些“捆绑销售”主要集
中表现在所谓的“极速出票”“抢票套餐”“汽车票优惠券”
“酒店优惠券”等服务，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捆绑销售”属侵权行为

“此类‘捆绑搭售’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
选择权。”云南省消费者协会维权公益律师张宏雷说，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消费
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
情况的权利，以及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经营者
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
注意，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近年来，媒体先后多次曝光在线旅游企业订票“默认
勾选”“捆绑搭售”等行为，一再呼吁加强监管，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也为此公开约谈在线旅游
企业，要求相关企业进行整改。中消协今年发布的年度十
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在线旅游平台就因“捆绑搭售”
问题成了消费投诉的重灾区。

一段时间以来，通过消费者投诉和行业整顿，一些第
三方购票平台的服务进行了相应调整和完善，比如少数
平台将所谓的“优惠服务”列出供消费者自选。然而，仍有
部分平台抓住消费者的隐忍心态，进行“捆绑销售”。

“去投诉也很浪费时间，特别麻烦。”甘先生认为，对
于“搭售”服务，购票平台应该设置明确的提示，并提供取
消默认勾选的选项。“有些人可能不需要这些服务，没注
意就直接点了，莫名其妙地多花了钱，并且这些捆绑消费
有时翻半天也找不到在哪儿取消。”

记者登录同程艺龙等多个第三方购票平台尝试购
票，发现甘先生遇到的火车票“捆绑搭售”和“默认勾选”
的情况同样存在。而对于这些服务费用，平台大多没有进
行明显的消费提示。

记者随后拨打其中一家平台的客服电话，一位客服
表示，购买了“极速出票”“高速出票”等服务的消费者，只
能通过拨打客户服务热线，告知订单号才能取消服务。

专家提醒谨防“搭售陷阱”

“在消费者知情并征得其同意的前提下，商家提供附
加服务本是便民之举。”张宏雷说，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第十九条规定：电子
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
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

面对花样繁多的“搭售陷阱”，消费者该如何有效防
范？云南省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耿春光特别提醒，广大
消费者应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尽量选择 12306 网站或
12306 手机客户端购票，或者选择信誉良好的第三方平台，
确认支付订单前应再三核对查看相关购票及服务信息。

耿春光表示，发生类似的消费纠纷后，消费者应积极
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包括及时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
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向有
关行政部门投诉，以及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
请仲裁机构仲裁，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消费者可以通过投诉平台维权，目前全国的消协组
织都可以依托中消协电商消费维权绿色通道(直通车)平
台处理相关投诉。”耿春光说，该平台设电商企业(平台)
处理投诉链接通道，入驻的电商企业收到平台受理的投
诉后，将妥善处理消费者提交的各类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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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2 月 24 日，受灾群众在印尼万丹省被海啸损毁的房屋前吃饭。新华社记者张可任摄
下左：12 月 23 日，在印度尼西亚万丹省板底兰，海啸过后一片狼藉。 新华社发(维里摄)
下右：这是 12 月 24 日拍摄的印尼万丹省一处被海啸损毁的农田。 新华社记者杜宇摄
印度尼西亚抗灾署发言人 24 日说，印尼西部巽他海峡海啸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 373 人。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记者吉宁、鲁畅)曾经风光无
限的共享单车企业 ofo 近日深陷“退押难”风波——— 线上线下，

千万用户排队等待超过 10 亿元押金退还，让原本债务缠身、经
营困难的 ofo 背负起更大的现金流压力。

“您当前已排到 1320xxxx 位，排队期间可正常用车，排序每
日更新，将按照顺序依次退款……”这是一位 ofo 用户在线上提
请押金退还后显示的画面。连日来，ofo 退押难问题集中爆发，
部分用户还陆续赶往 ofo 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地点现场申请
退还。

记者注意到，近期北京市多个法院的多个案件中将 ofo 列
入被执行人名单，涉及执行标的超 5360 万元，被执行信息多达
20 条。

ofo 创始人兼 CEO 戴威在 19 日发布的公司内部信中表
示，“为欠着的每一分钱负责。公司今年一整年都背负着巨大的
现金流压力。退还用户押金、支付供应商的欠款、维持公司的运
营，1 块钱要掰成 3 块钱花。”

21 日，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正督促 ofo 畅通
退押渠道、优化退押流程，加快线上退押进度，切实保障用户合法

权益。同时让 ofo 公司多方开源节流，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据交通运输部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 77 家共享单车运营企

业，投放约 2300 万辆共享单车。然而，近一两年来数十家共享单
车企业倒闭、一些企业从“异军突起”到困难缠身，形势曾经一度
大好的共享单车为何突然冷场？

——— 重投放、轻管理造成无序发展。业内分析人士指出，一
些共享单车企业在短时期内大规模投放抢夺国内市场跑马圈
地、进军国际市场，盲目扩张的同时又忽视了产品质量、后期维
护、秩序整肃等，不但大幅度增加了运营方的维护和调度成本，
对于城市公共管理造成的压力也不断加大。

——— 盈利模式不清造成资金链长期紧张。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监测数据显示，从 2016 年到 2018 年，市场上的共享单车企
业，累计融资额超过 260 亿人民币，在三年时间全部“烧光”。受
访者指出，2018 年以来，共享单车项目就很难再获得融资，主要
因为共享单车企业运转多年，仍然没有找到有效的盈利模式，只
能通过不断“烧钱”维持公司存续，形成了“融资、买车、投放”的
固定模式。

——— 政策“一刀切”不利于市场竞争。业内人士指出，在共享单

车出现乱停放、损坏车辆得不到及时清理等一些问题后，部分
地区采取长期的“禁投令”政策，将一些推行免押金、遵守社会秩
序的优质共享单车平台拒之门外，形成了对新入场者的限制，
造成先入场者的实质垄断地位，不利于市场竞争、优胜劣汰。

业内有关专家认为，共享单车行业的良性发展，需要政府
部门、企业等多方“共治”，相关监管机构应切实担起监管责
任，控制行业的无序发展，监督押金的规范操作；共享单车企
业和投资方也应履行义务，做好企业运维服务，切实防范因资
金链断裂或挤兑危机等引发相关风险。

针对共享单车行业存在多头管理的情况，专家建议综合
运用法律、制度、技术手段，协调各部门关系，优化规划设计，
近期可以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中长期可以考虑组建高位
综合协调机构，构建各部门协作机制，统筹协调各层级、各部
门之间关系，协调处理共享单车行业的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黄少卿认为，共享单车企业的投资
方也应履行出资人义务，监督企业运转，特殊情况下应承担主
体责任。为完善押金监管机制，可借鉴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
监管办法，要求企业缴纳类似风险准备金的保障资金。

用户退押忙“抽身”，ofo 抗压不“退场”
共享单车行业将拐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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