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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行政學院公共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對本報
指出，中國政治改革說到底就是要建立兩個民
主體制，一是黨內民主體制，實現黨代表的直
接選舉制和常任制，二是社會民主體制，人民
代表的直接選舉和常任制，使黨代會或人代會
成為常設的權力機構，防止各級出現「一把手
專權」現象，避免權力為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
服務的現象。他預計，五年一屆的黨代會料對
中共自身民主建設有更具體的部署，以進一步
推進黨內民主，並由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
從而實現更加廣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
竹立家說，對於推進黨內民主，十七大已提出了

非常清晰的路線圖，主要是實行四個民主：民主選
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證四種權
力：保證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
權。對公權力實行約束，實現四個「自我」：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服務。
他介紹，近年來，中共在擴大黨內民主方面

有了很多可喜的創新與實踐，比如在基層推行
了公推公選領導幹部試驗，省級黨委常委的差
額選舉、十八大代表的差額選舉和向社會的公
示等等。特別是持續一年的新一輪省市縣鄉四
級黨委換屆工作中，從擴大幹部交流到實行競

爭性選拔，從民主推薦考察到擴大差額比例，
中共在選人用人方面穩步推進黨內民主建設的
步伐，呈現出新形象、新氣象。

從基礎做起　完善選舉制度
中組部副部長王京清表示，經過多年的實

踐，已經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推進黨內
民主的制度和機制，今後還將在堅持的前提
下，在六個方面不斷地加以完善：一是要從基
礎做起，要保障黨員的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
要以落實黨員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監
督權為重點，採取多種渠道、多種方式，使上
情下達、下情上達。二是要完善黨的代表大會
制度，一方面要落實中央的要求，適當增加基
層一線代表的比例；另一方面，要落實好黨代
表大會代表任期制有關規定。三是要完善黨內
選舉制度。要把基層黨組織和群眾推薦幹部人
選與上級黨組織推薦幹部人選有機結合起來。
四是要完善各級委員會的決策機制。五是要完
善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六
是要完善黨內監督機制。竹立家認為，真正做
好以上這六個方面，黨內民主就一定能夠取得
重大的突破和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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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行政學院公共教研部教授汪玉凱對本報
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穩妥推進

政治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但政治體制中存
在的一些重大問題還沒有解決，同經濟社會的發
展和廣大民眾的期望相比，政治改革的力度明顯
不夠。目前，不少人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中
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深感憂慮，而這些問題，
都與公共權力的不當行使和運用有關。

財富分配不公 社會失平衡
首先，利益失衡。整個社會的利益失去整體平

衡，表現為三大差距在加大：貧富差距、城鄉差
距和地區差距。財富在源源不斷地向三個方面集
中：從社會和政府看，財富向政府集中；從勞和
資看，向資方集中；從普通行業和壟斷行業看，
向壟斷行業集中。
二、權力失控。全國黨政公務人員一共有五級

政府，權力鏈條非常長；黨政公務人員每人都掌
握一定的公共資源，都有一定的權力，若無有效
的制度約束安排，不可能對權力形成有效約束
的。
三、市場變形。市場被扭曲，有欺詐、坑蒙拐

騙、假冒偽劣、壟斷，以及權力與資本結合等問
題，在權力和資本相結合的市場經濟中，很多正
常的經濟活動被扭曲了。
四、道德滑坡。中國有很深的傳統文化底蘊，

但在拜金主義等思潮侵蝕下，社會的道德底線正
逐漸失守。

他說，中國的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需要更加重
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這就要求在大力
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穩妥推進作為上
層建築領域的政治體制改革。

增公權力監督 防以權謀私
專家普遍認為，在轉型期召開的中共十八大面

臨多方面背景，國際形勢空前複雜，國內各領域
改革仍處於「深水期」，社會矛盾凸顯，群體性
事件頻有發生，此外還爆發薄熙來案等政壇突發
事件，引發了海內外的極大關注及輿論震動。這
令中央高層進一步認識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緊
迫性、思考如何更有效加強對公權力的監督，把
黨內監督與社會監督、輿論監督，以及個體道德
約束有機結合，避免權力濫用和以權謀私。
今年7月，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

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的「7．23」講話，
強調必須毫不動搖推進改革開放，永不僵化、永
不停滯。汪玉凱認為，這為十八大的召開奠定了
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論基礎。相信十八大報告
將確定未來五
年整個國家的
路線、方針、
政策，預料會

對如何進一步推進政改作出整體部署。
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教授許耀桐受訪時表示，

政治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規劃，有序
前進。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將是致力於建立健全
市場經濟深層次需要的改革，它最終要確立起科
學、民主、自由、文明、法治、充滿活力、能使
社會穩定、持續發展的政治體制。
他指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始終堅持

中共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項原
則。在三項根本原則絕不動搖的前提下，政治體
制改革料涉及多領域，即：黨政關係改革；人大
制度改革；政協制度改革；行政體制改革；選舉
制度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決策體制改革；司法
體制改革；權力制約和監督體制改革；基層治理
改革和發展人民民主；執政黨自身改革和發展黨
內民主。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受訪認為，就中國現有國情而言，政
府自身的改革即行政體制改革，可以說是政改的最好切入點或突
破口。其核心要解決三大關鍵問題：一是公共治理的模式轉變與
政府結構的優化；二是公權力的運行和控制；三是官員選拔過程
中黨員和公眾發揮作用的制度性提升。

續推大部制 啟動財產申報
他建議，在十八大後，具體可從以下六個方面實施：
一是繼續推進大部制改革，對政府的橫向部門設置，按照經濟

社會發展的要求，進行更大的整合，使政府的部門設置更加科學
合理。在十八大後，首先要集中精力制定出新一輪大部制推進的
整體框架，明確改革的思路和方向，並率先對國務院的機構設置
從組成部委、直屬機構到辦事機構等，都要進行一次比較大的整
合和重構，使其保持相對的穩定性，最大限度地避免頻繁折騰。
其重點應解決部門分工過細、市場監管、社會管理過於分散，決
策、執行、監督功能不能有效分離等。
二是要大幅度削減政府的權力，轉變傳統的強政府治理模式。

通過理順、剝離、轉移等方式，對政府的微觀職能進行大刀闊斧
的削減或轉移，降低市場的門檻，從根本上改變目前強政府的格
局，使其回歸到一個理性的狀態，真正建立起政府、市場、社會
組織三者的多元治理結構。
三是要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特別是財政關係，給地方、基

層更大的自主管理權限。要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使之逐步走
向法制化軌道，要最大限度縮小專項財政轉移的項目，從根本上
杜絕「跑部錢進」這一頑疾。
四是要進一步提高政府管理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加強對公權力

的監督和制約。要啟動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的改革。
五是要加快省直管縣改革，調整行政區劃，改變城市的治理。
六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步伐。要大幅降低行政成本，將更多的

資金用於民生。

至於政改的阻礙，學界普遍認為，主
要包括反對改革的保守勢力，既得利益
集團，以及一些極端的自由化思潮等。
其中，固化已久的「利益集團」與現行
政體權力階層的關係盤根錯節，成為進
一步推進政改的最大障礙。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1992

年以後，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越來越緊
密，從上而下，形成了一個非常龐大的
體系，它不是一個個別現象，而是一個
強大的利益集團。中國現有的既得利益
集團包括以貪腐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
群體，以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群
體，和以房地產、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
產資源利益群體。這三大利益集團的形
成，都與公權力沒有被嚴格制約以及制
度設計中的漏洞有關。
他提議，要破解既得利益集團，必須

從改革公權力入手，包括果斷地從制度
上割斷政府官員與商業活動的聯繫；啟
動國有壟斷行業的改革，從制度上廢除
為黨政官員輸送經濟利益的不合理鏈
條；實行嚴格的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制
度；實行廣泛的官員差額選任制度，給
黨員、公民更多的選擇黨政重要官員的
權利。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也認為，政

治體制改革的難度確實很大，因為其實
質就是利益的重新劃分。一旦觸及到利益，必然
會引發矛盾和各種阻力。從這方面來說，改革成
功的關鍵是應當堅定推進黨內民主、社會主義民
主的決心和信念。有其作保證，改革的推進進程
就會順利很多。
他指出，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能增

強執政黨和國家的活力，調動民眾的積極性、主
動性、創造性，提供各方面發展的長期動力，能
夠擴大民主，健全法制，創造民主團結、生動活
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而改革固然會引起諸
多矛盾，但如果不改革矛盾將會更多、累積的風
險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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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改革再次走到關結點之際，中國即將迎來新老交替的中共十八大，對今後五年乃至十年的重大方針、政策作出佈局。隨㠥近

年來經濟減速、社會貧富繼續拉大，民眾權利意識覺醒，輿論要求改革攻堅的呼聲正空前高漲。此間北京專家認為，享受了三十

多年經濟體制改革紅利的中國，若想突破改革過程中的瓶頸，必須進一步加快作為上層建築領域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央當以十八

大換屆為契機，大幅度推進以實現「社會公正」為核心的政府改革，擴大執政黨黨內民主，遏制權力腐敗、縮小社會的貧富分

化，防止社會矛盾與問題的持續發酵，從而助力實現經濟的二次飛躍和社會的成功轉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行政體制改革
專家：政改突破口

■利益集團還包括以房地產、資源行業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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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農業「大部制」試

水，廣東省委農村工作辦公

室併入農業廳。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