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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协调，上下呼应闯险滩

人民日报刊文就全面深化改革提三个方法

� � � �

改革无坦途，路该怎么走？

35

年改革实践， 我们党始

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

高超的智慧不断探索改革路

径，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创造

了推进中国改革大业的方法论。

方法正确，改革事半功倍、

破浪前行。

今年

7

月， 习近平总书记

在湖北调研时指出：“必须从纷

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

脉搏， 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

在规律， 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大关系。 ”这是对改

革经验的宝贵总结， 对改革方

法的科学概括。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把握改

革规律，为改革再次谋篇布局。

“上”与“下”的呼应———

摸石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

今年

10

月底，一项新举措

牵动人心———公司注册资本登

记制度改革在全国推进。

此前，按照政府转变职能、

简政放权的总体改革思路， 北京

中关村、上海浦东、广东等地先后

试水企业登记制度创新 ，“宽进

严管”引发企业注册热潮。

它是顶层设计与 “摸石过

河”相结合的成果之一。 从发轫

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

包， 到萌芽于深圳小渔村的特

区开放，

35

年来许多重大改革

都源自地方创新， 再由国家指

导支持，最后在全国推广普及。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良性

互动，折射“中国智慧”。

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

当改革打响攻坚战， 迫切需要

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结合起

来，在摸石过河中把握规律，在

统筹规划中推进改革。

强调顶层设计， 是改革的

大局观。

深水，过险滩，“导航仪”

不可或缺。 有科学的顶层设计，

才有合理的改革路径； 有明晰

的系统谋划， 才有扎实的改革

措施。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现实 ：

表层麻烦解决了， 深层问题凸

显了；显性症结化解了，隐性风

险浮现了；发展水平高了，诉求

也更庞杂了。 新旧矛盾纠结，利

益藩篱交错。 缺乏顶层设计，改

革难以凝心聚力， 有的改革不

仅要顶层设计，还要顶层推动，

全面改革拒绝碎片化。

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涵

盖政府职能转变、 市场体系建

设、金融体制改革等；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 涉及国家企业居民

之间、 中央地方之间利益格局

的重大调整……啃掉这些 “硬

骨头”，非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

能够单打独挑， 必须从顶层谋

篇布局。

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体制

改革协调机制”，今年

9

月，

35

个成

员单位组成的经济体制改革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直接

受国务院领导，超越条块利益的顶

层设计有了更具体的依托。

尊重基层首创， 是改革的

群众观。

不久前，一份《关于促进改

革创新的决定》在上海出台，给

不少人带来观念的震撼。 因为

它不仅奖励改革创新者， 更强

调对 “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创新

失败者 ”实行 “免责 ”，允许试

错，宽容失败。

亿万人民是改革主体。 尊

重基层首创精神， 就要集思广

益，鼓励先行先试，让群众探索

实践的涓涓细流， 汇聚为推动

改革的滚滚热潮。 越是牵涉面

广、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

往往难度越大。问计于民，问需于

民， 让每一份改革方案集民智、顺

民意，才会破解千难万难。

“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

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十八大

以来，上与下的呼应，最大限度

聚合着改革正能量， 激发了中

央和地方、 政府和社会的积极

性

\

创造性。

“点”与“面”的协调———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

9

月

29

日， 中国境内首个

自贸区在浦东揭牌。 这块

28.78

平方公里的 “试验田 ”，要做的

文章并不止于“自由贸易”，还涉

及外资、财税、物流、政府行政管

理等诸多领域的改革探索。

“不是栽盆景， 而是种苗

圃”。 在自贸区的框架设计中，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

思路清晰可见。

改革从一开始就非简单的

修修补补。 十八大提出“五位一

体”总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更需

把握好点与面的辩证法。

全面， 意味着不能单兵突

进。

改革不断深入， 各领域各

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

增强， 每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

革产生重要影响， 每项改革又

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

推进新型城镇化， 户籍屏

障不拆除、公共服务不均等、福

利沟壑不填平， 农民如何变市

民？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银行

存贷利差缩小、竞争加剧，金融

风险如何防控？ 资源要素价格

改革，企业成本上升，经营困难

如何应对？ 完善社保制度，必然

加大财政收支压力， 财税体制

如何与此相适应？

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

社会变革，必须增强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

全面， 并不代表遍撒胡椒

面。

深化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

把抓。 选择一些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作为突破口，以点带面，

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改革大局

尤为关键。

矛盾有主次。 抓准主要矛

盾，“小切口”能解决“大问题”。

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这一“马

前卒” 疾步快跑，

200

多项行政

审批事项取消或下放， 推动政

府“自我革命”；“营改增 ”渐次

铺开， 对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

财税关系形成倒逼……牵住牛鼻

子，可以“一子落而满盘活”。

诉求有缓急。 更好的教育、

更满意的收入、更公平的社会、

更清新的空气……群众关注度

高、反映强烈的问题，就是改革

要触及的“穴位”。 在这些紧要

处发力，改到痛处 ，改得彻底 ，

既是改革的题中之意， 也能凝

聚社会共识、提振改革信心。

没有整体推进， 改革会顾

此失彼；不搞重点突破，改革会

节奏迷乱。

眼前和长远相统筹， 全局

和局部相配套， 渐进和突破相

衔接， 把握好整体推进和重点

突破的关系， 展示了我们党从

容驾驶改革航船的智慧、 技巧

与能力。

“变”与“稳”的平衡———

改革力度、 发展速度和社

会可承受度结合

改革既要谋变，也要求稳。

35

年的改革没有采取激进

式休克疗法，不搞一步到位，而

是采取“小步走 、快步走 、不停

步”的渐进办法，避免社会震动

过大， 较好处理了改革发展稳

定的关系。

改革是动力，停不得；发展

是目的，慢不得 ；稳定是前提 ，

“冒”不得。 今天，改革发展稳定

彼此交融的态势日益明显 ，相

互作用的趋向更加突出， 必须

在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确保

全面改革顺利进发。

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胆子大， 才能啃动 “硬骨

头”。 全面深化改革处于经济转

型的新阶段， 面临多元多变的

新环境， 改革不再是先前皆大

欢喜的 “帕累托改进 ”，需要用

更大的政治勇气闯关夺隘 ，不

失时机地大胆开拓。 改革越前

进，发展就越有底气，抗风险能

力越强， 越能获得积极的社会

稳定。 如果因为局部利益和短

期风险而顾盼犹疑， 就可能前

功尽弃。

步子稳， 才能掌好 “方向

盘”。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重大利

益关系调整， 无论在利益增量

上做文章， 还是在利益预期上

作调整，都应科学权衡。 推进存

量利益的优化，更要稳妥谨慎，

任何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推行 ，

必须统筹各方利益关系， 最大限

度减少阻力，消解隐患，使改革从

易到难、从小到大、从外围到核

心、从增量到存量循序推进。

十八大以来， 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坚持把改革力度 、发

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

起来。

今年，改革新政密集出台，

项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营改

增”为企业减轻上千亿元税负，

20

多个省份出台大病保险实施

方案，中央财政安排

50

亿元用

于专项治污， 涉农资金整合拉

开序幕，制约民间投资的“弹簧

门”“玻璃门”“旋转门” 加快打

破……

改革的唯一价值， 是为人

民而改革；发展的终极目标，是

为人民而发展。 如果改革红利

不能反映在老百姓身上， 发展

成果无法惠及最广大群众 ，改

革会失去动力， 发展将没有意

义，稳定的环境就难以保证，建

设和谐社会就离开了民意根

基。

“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

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

合点 ”， 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

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

从利益格局的调整， 到体

制机制的创新； 从各方诉求的

平衡， 到发展方式的转型……

挑战前所未有，改革稳中求进。

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指引 ，有

体现人民意志的改革布局 ，有

凝聚各方智慧的改革方法 ，中

国式的改革道路越走越宽广。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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