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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人物聚山西 暢言改革再創新
學術交流會太原召開 研政治經濟體制突破

應對數碼革命 中企亟需新模式將公眾參與引入決策過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太原報道）四川綿陽市委副書
記張錦明(見圖)在會上指出，
近期在四川什邡市、江蘇啟東
市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雖已過
去，但卻留給人們頗多啟示。
「與公眾利益相關的經濟項
目，實際上也是民生項目。而
民生項目能否順利推進並實現
初衷，與我們對民權的承認與

尊重息息相關。若要規避群體性事件，最重要的是在一
定程度上開放決策機制，並把公眾的參與引入到決策過
程中，而不是決策之後。」
張錦明表示，上述事件提出了多個現實問題，包括以

利國利民出發的民生項目，為何會受到很多公眾的否
定；公眾在表達自我訴求、否定政府決策時，為何會選
擇較為極端的方式。她認為，目前的決策過程基本是由
黨委政府決策後，通過一定的方式與公眾溝通，再實施
項目。不過，這種事後溝通，給一些與大眾利益相關的
項目決策設計了風險。「對於這些事關公眾切身利益的

項目，在決策的過程之中、過程之前，應考慮通過一定
的方式，使得公眾自始至終參與到決策中來。」
「民權有序表達的過程，事實上就是民主實踐的過

程。」張錦明指出，公眾參與的方式，是以社會組織培
育與發展為基礎的。隨 社會的發展，公眾利益不斷分
群，利益群體不斷分化，各方需要有自身的代言人並參
與決策。

探索成立社會工作部
張錦明表示，再進一步的問題便是民間組織如何與決

策層實現對接，這也為黨的自身改革提出新要求。「如
果封閉的機制與開放時代相脫節，就是執政者最大的執
政危機。執政黨自身的改革創新及現代化建設刻不容
緩。」
她還提出「社會工作部」設想，即把目前的統戰部

門，探索創新成為黨的社會工作部。「此部門的職能，
既包括聯繫民主黨派，也包括聯繫社會人民團體，還要
聯繫溝通社會民間社團。黨要實施社會管理，就可通過
此機構，對社會民間機構施以良好的引導、培育、規
範、運用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任一龍　太

原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省部級

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發表「7．23」講

話，定調「十八大」，引發各界熱烈反響。

山西省改革創新研究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

交流會11日在省城太原舉行。內地改革開

放的風雲人物共聚於此，倡議在改革開放

上開闢新境界，超越「左」「右」，防止錯

誤傾向，進一步創造制度紅利。著名改革

家、山西省改革創新研究會會長、原山西

政協副主席呂日周表示，以往的左右價值

觀之爭，背離了「發展是第一要義」，一切

「主義」最終要看發展速度。

多位內地改革先行者，包括「中國管理教
父」、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張瑞敏，當代公

有制理論家、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會長王玨，內
地「企業承包第一人」馬勝利，內地城市經濟體
制改革先行者步鑫生，中國政壇傳奇、連任11屆
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等，親臨現場，暢談改革發
展大計。山西政協主席薛延忠、國家行政學院副
院長周文彰等亦出席會議。據悉，出席會議的嘉
賓經過廣泛而深入的交流探討，達成十項共識
（見另表）。

改革關鍵在利益分配
呂日周指出，改革創新是一個突破舊均衡、在

產生新的不平衡後實現新平衡的過程，其根本在
於尋找科學的方法和規律，以達到科學發展、共
同富裕的最終目標。不少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的
人，不會幹；明哲保身、不願奉獻的人，不想
幹；瘠人肥己、想撈一把的人，不去幹。他說，
「認識問題、方法問題是問題，但利益問題才是關
鍵。」他強調，要實踐解決原則下存在的弊端，
即解決權力過分集中造成的不良傾向和執行過程
隨意性的現象。
他又表示，改革也是危機導向，是逼出來的。

而搞改革的人要堅持不為風險所懼。各級領導要
把危機意識具體化到各地方、各系統，各單位，
推廣尋找問題、公開並解決問題、追究責任、案
例教育、歸納演繹工作法。
步鑫生也指出，無論方案多麼周密，智慧多麼

高超，改革總會引起一些非議。中共的改革已如
舟至中流，行進空間更開闊，卻也面臨中流擊水
的挑戰。改革創新需要大膽探索，要允許探索中
的失誤；探索不一定成功，但不探索永遠不會成
功。

望堅持以人民為主體
「天下第一村」的創造者、華西新市村黨村企

總辦主任吳仁寶發表書面發言稱，解放要有思
想，改革要有方向。幾十年來，無論是思想解
放，還是改革開放，華西做到超時俱進，可是也
無可避免會引來爭議或非議。他幽默表示，以前
華西建了一座金塔、一條龍西湖，就有人說吳仁
寶搞了一塔、一湖、搞得「一塌糊塗」；後來華
西相繼建設10座塔，又被誇獎成「十全十美」；
現在建設名列世界前15位的空中大樓，不是炫
富，是科學投入、積極啟動內需。「目前北京最
高的大樓國貿三期也是328米，這意味 我們華西
人脈要與黨中央高度一致。」
王玨認為，社會主義是要使無產者變成有產者，

再走向不同層次的共同富裕。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
問題是產權改革，股份制改革則是由資本主義轉化
為社會主義進程的過渡點。87歲高齡的他希望十八
大能堅持改革的方向，並堅持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現「勞者有其股」的目
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太原報道）海爾集團董事局主
席張瑞敏(見圖)11日在此間指
出，當前正發生的世界第三次
工業革命，是中國企業所面臨
的最大機遇與挑戰。此次數碼
化革命的最大特點，便是把大
規模製造推向大規模訂製。中
國經濟很難再利用改革開放30
多年來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

勢，須主動發起變革。同時，中國企業亟需探索創新，
加速打造自己的管理模式。
張瑞敏表示，前兩次工業革命興起時，中國都錯失

機會，但第三次工業革命對全球製造業的機遇均等。
當前，智能化製造已初露端倪，數碼化革命對製造業
構成巨大挑戰。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統計，中國
製造業的總產值已趕上美國，但中國製造業人員是美
國的10倍。海爾為GE代工的洗衣機與熱水器現已遷回
美國。GE工會主席稱，某產品在中國外包製造、運返
美國的售價為1,599美元，從中國遷回、在美國本土製
造的售價只需1,200－1,300美元。

「只有時代的企業，沒有成功的企業」
「只有時代的企業，沒有成功的企業。」張瑞敏

說，企業某時的成功，僅是踏上時代的節拍。多數企
業都是曇花一現，全球頂級企業也隨時可能萬劫不
復，比如菲林業巨頭柯達已被時代淘汰。要成為時代
的企業，就要有適應時代要求的商業模式。
張瑞敏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沒有自己的管理模

式與管理工具，都是向日、美、歐洲學習。海爾經過近
十年的探索，將傳統正三角模式顛覆創新為倒三角模
式。在傳統經濟時代，信息不對稱的主動權在企業，企
業決定用戶；但互聯網時代是用戶決定企業生存的時
代，營銷的碎片化帶來客戶價值和用戶需求的個性化。
企業唯一的選擇就是跟上用戶點擊鼠標的速度。
他表示，正三角組織的金字塔尖是最高領導，最底下

是普通員工，已不適應互聯網時代快速反應的要求。海
爾的倒三角模式是接觸用戶的員工在一線，領導在下
面，領導變成資源提供者，給予一線員工最大的自主權
和決策權，並以競單上崗和官兵互選等提供平等機會。
競單上崗，指訂單及相應的崗位陞遷依靠競爭，誰有能
力誰上；而運行過程中的官兵互選，保證了動態優化。

被稱為「官場另

類」的雲南省委副

書記仇和，曾掀起

一陣陣改革旋風。

原定出席這場匯集

了內地改革風雲人

物會議的他未能現

身，令不少在座者

略感失望。仇和一路走來，

從江蘇宿遷市委書記，到雲

南昆明市委書記，從官場到

民間，褒揚者聚焦於當地在

其強力施政下後發快進，貶

斥者卻將他妖魔化。原山西

政協副主席呂日周向本報表

示，改革需要一批人創造案

例，拋開意識形態，一心為

民服務；同時要為各項改革

領域的先行者提供試驗的平

台，支持他們探索和創新，

降低他們的改革風險。

仇和在宿遷10年進行的改

革，是中國經濟欠發達地區

穩健有序實施社會轉型的重

要標本；他調任雲南後的一

系列重大改革，再次激活春

城之水。而在上世紀80年

代，呂日周的施政表現亦聞

名全國：他在山西原平縣任職時推行

的「政府搭台，群眾唱戲」政策轟動

一時，全國先後有500多個縣的8萬人

次前來取經；他在長治市踩單車下

鄉，全力推進輿論監督，被譽為「呂

搭台」、「呂公開」。

完善用人制度 催生改革旋風
與普通官員一樣，所謂的「個性官

員」也有強烈的歸屬感，需要被認

可，需要在辛勤耕耘、做出成績時得

到鼓勵與關懷，更需要制度支持，而

不是一次次被媒體炮轟，被同僚詬

病。在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

院長許光建看來，推進改革創新，需

要一大批具有創新精神的領導幹部。

他們能結合每個地方和部門的實際情

況，將中央的路線、政策與當地實際

有機結合，有聲有色地推進改革與發

展事業。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副主任

張志明也表示，要在制度乃至政治生

態上提供可持續的支持，讓這些幹部

心裡踏實。

「個性官員」的強力施政，為中國

打造出不少社會經濟跨越式發展的範

例。只要進一步明確用人導向，不斷

修正、完善用人制度，就將有更多的

「個性官員」躍入公眾視野。呂日周

表示，「歷史上的任何改革都是由血

水、淚水、汗水推動的。我也失敗

過，但我自知無退路，因為退就無出

路。制度是靠實踐探索出來的；而在

實踐中，人是最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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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創新太原共識一覽
1. 改革創新是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重要生命。

2. 改革創新的過程必須正確認識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

3. 改革是危機導向，是逼出來的，危機具體化誕生改革的勇
氣。

4. 始終把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擺在改革發展全局的重
要位置，堅定不移加以推進。

5. 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關鍵是要使改革的實踐符合中國處於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形勢
任務。

6. 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是推動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7. 高度重視民眾的利益訴求，支持和引導公民社會的發展。

8. 正確理性看待改革中的矛盾和問題。

9. 改革創新的時代應當發揚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改革創新
精神。

10. 大膽宣傳「人民第一、基層第一、實踐第一、改革創新第
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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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改革創新研究會會

長呂日周。 網上圖片

■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會長

王玨。 網上圖片

■內地「企業承包第一人」

馬勝利。 記者何凡 攝

■內地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先

行者步鑫生。 記者何凡 攝

■連任11屆全國人大代表申

紀蘭。 資料圖片

■太原市民在觀看某公司「企務公開」欄的內容。 資料圖片

■山西政協主席薛延忠。

網上圖片

■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周文

彰。 網上圖片

■華西新市村黨村企總辦主

任吳仁寶。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