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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轮改革

直面三大“关口”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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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今天“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的奇迹。

环顾全球，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深度调整，高
速增长的中国列车也开始减速。全世界瞩目：已进入
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中国改革， 将如何引领中国经
济涉险滩、闯关隘，续写发展奇迹。

“发展与转型”关：

亟待突破传统增长模式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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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冬之交，挥之不去的雾霾再度肆扰
中国。

北方城市哈尔滨因重度雾霾一度全市停课、

交通瘫痪， 首都北京难觅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就
连“人间天堂”杭州也深陷雾霾困扰。

对处在转型关口的中国，雾霾绝非仅是环境的灾
害，更是对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的严重警示。

十多年来，我国屡屡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
度，但却陷入“产能越去越多”的怪圈。

“在钢铁产能严重过剩情况下， 一些地方仍
在上马大型钢铁项目，有的甚至以绿色钒钛等名
称包装。 ”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王明雯说，当前仍有一些地方变相支持产能
过剩行业扩张。

化解产能过剩之难，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之艰。

“表面看是产能过剩， 实际上是一些地方政
府盲目竞争上项目，造成重复建设‘遍地开花’。 ”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说。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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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发酵于银行间的“钱荒”现象，将隐
藏在中国经济背后的地方债务激增、 影子银行、

房地产泡沫等风险问题放大，暴露出更多中国经
济转型必须直面的痛处。

“这些问题，与地方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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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绩观有关，

暴露出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经济增长缺乏内生
动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
员张斌说。

近几年，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明显，不少地
方打着推进城镇化旗号搞造城运动，政府经营城市，

土地拍卖“地王”频出，房价越调越高……

“中国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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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什么
成效不够显著？根源就在于体制性障碍。 ”经济学
家吴敬琏指出，唯有推进市场化改革，方能为经
济转型升级铺平道路。

尽管中央提出“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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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雄”，但不少地
方领导口头上讲转变发展理念，实际上走的还是
投资为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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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长的老路，喜快忧慢。

转不动的背后，还有现行土地、金融、财税、

价格等机制不完善带来的诸多制约，地方政府缺
乏自主财源、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难以成为经济主
导力量，导致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发展与转型，宛如拉动中国经济腾飞的“双
翼”，只有找到二者间的“黄金平衡点”，在发展中
壮大经济稳住就业，在转型中提升经济质量和效
益，才能确保增速“换挡”期的中国经济行稳致
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举措宣示
深化改革、加快经济转型的决心：全面审计地方
政府债务、出台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改革“路
线图”、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鼓励科技创新……

“对中国来说，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更像一剂
苦口良药，暂时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有助于保持
经济健康，避免今后可能的更大危机。”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新任驻华首席代表阿尔弗雷德·席普克说。

目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启动，

成为中国打破体制机制壁垒的新突破。 各界期
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能释放更多财税、 金融、土
地、价格等体制机制改革动力，为中国经济升级
转型保驾护航。

“政府与市场”关：

划清相互的边界
青岛市高新区今年推出一项重要改革：原先

管委会大包大揽的六大政府职能，如今“掐掉中
间，只留两端”，将科技园区建设、融资、评估、运
营四大环节交给市场，政府更多注重做好规划和
服务。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青岛市高新区工
委书记陈飞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尝试引入美国硅
谷、清华科技园等产业平台，更多让市场发力。

如何理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用政府权力的
“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是处在深水区

的中国改革必须跨过的难关。

当前， 我国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 少数地
方、部门设置审批、许可的随意性大，程序不规范，

束缚了企业、公民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容易出
现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不仅如此， 如果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不能
一视同仁，也会束缚社会资本的活力。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的两大
支柱，但占中国企业总数九成以上、总量突破千万
家的民营企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

“打破行业垄断，未来必须进一步减少行政审
批，放开市场准入，打开长期存在的‘玻璃门’‘天
花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
张立群说。

“一些政府部门过度干预经济的背后，存在部
门利益的驱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少
数政府部门的这一倾向已成为与民争利的根源。

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从根本上转变“万能
政府”形象，建设服务型政府，并非易事。 “推动政
府自身改革，等于拿刀子割自己的肉，每走一步都
不容易。 ”汪玉凯直言。

随着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开启大幕， 推进国
务院机构改革、取消下放数百项行政审批事项、实
行公司注册资本“零门槛”、叫停公款考察性出访、

大力度反腐倡廉……今年诸多改革释放出调整利
益动真格的攻坚信号。

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晒“三公”经费细
账、推官员财产公示、减并政府机构、打击贪污腐
败……面对一个个“硬骨头”，改革期待进一步突破。

“公平与正义”关：

努力实现共享共富
近一段时间， 养老金改革成为社会争论的焦

点。除了养老金缺口巨大引发社会担忧，更多争论
是针对双轨制带来的社会不公。 各界期待新一轮
改革能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公共产品短缺正成为当前社会的突出矛
盾。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教育、医疗、社会保
障等问题更加关注， 对公平有了更高更迫切的要
求。

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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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革开放， 中国解决了物质短缺，

提高了百姓物质生活水平，但教育、医疗、社会保
障等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矛盾。 城
乡二元关系更导致一系列起点不公平问题。

当今， 中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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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但户籍、就业、社保、子女就学等一
道道“门槛”，却令他们不能与城里人享有同等教
育、医疗、社保以及就业机会。

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 也成为
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过去十年， 反映贫富差距的中国居民收入基
尼系数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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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戒线以上。 多地爆出的
“房姐”“房叔”事件，社会上关于征收房产税、遗产
税的激烈争论， 都凸显出全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
的高度关注。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
鲁说，要破解这一难题，只有通过体制机制改革，

堵住导致收入分配扭曲的一系列制度漏洞。

“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样性转化，

特别是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 在推进社会进步的
同时，也加大社会治理难度。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竹立家说。

实现公平正义， 是发展的活力源泉与社会和
谐稳定的基础， 也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跨过
的关口。

今年以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起点公平
的改革举措，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推
进公平市场准入； 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传递出
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改革方向。

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几天， 最高人民
法院出台了一份旨在推进公正司法、 提高司法公
信力的改革意见，引发广泛关注。

“冤假错案是司法公信的大敌。 ”最高人民法
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说，下一步将深化司法改革，

让“法律之门”向公众敞开，实现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

实现公平正义， 传递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目标———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
大人民。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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