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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芝鴻：三中全會料定改革路線圖
規劃未來五年總體部署 學者：呼聲高阻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葛沖）中共中央組織部
副部長、全國人大代表王爾乘11日在北京代表團審議
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時指出，這次機構改
革恐怕還不能一次到位，不能要求一下子把目前所有
問題都解決掉。「一個理想的、能解決目前所有問題
的機構改革方案恐怕還沒有。」他說，中國的改革還
要繼續摸㠥石頭過河，而行政體制改革是國家經濟體
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中國的行政體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了6輪改
革，有人提出，前幾次機構改革時都發現的一些問
題，今天仍然突出。有一種疑問：是不是前幾次改革
都是失敗的，前功盡棄了？對此，王爾乘表示，前幾
次機構改革確實有經驗也有教訓。中國早些年提出

「摸㠥石頭過河」，目前是不是還要繼續摸？王爾乘認
為，「恐怕不摸也沒有辦法，還要繼續摸㠥石頭過
河。」

依法行政 增違紀查處

王爾乘認為，此次改革抓住了矛盾比較多的重點
領域，與此同時保持了機構的相對穩定，這是正確
的。他坦言，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
也有不足之處，一些社會上議論比較多的問題還沒
有解決。但他認為，「該改的改，成熟的改，看好
了再改，否則一個國家的機構就改亂了，不能為改
而改。」

王爾乘還表示，這次改革的核心是職能轉變。在這

個過程中，政府要不折不扣地堅持依法行政，加大對
違紀行政的檢查力度、糾正力度和懲戒力度，扭轉國
家機關工作人員思想、作風上存在的問題。如果機構
改革了，還做了很多老百姓不高興、損害老百姓利益
的事情，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就不會到位。

下放權力 減政府支出

此前，全國政協委員、中組部副部長王秦豐亦在小
組討論中稱，轉變政府職能的核心是下放權力。政府
管得少了，才能管得好。他認為，應盡量減少財政支
出中政府自身的支出，不能「生之者寡，食之者眾」，
應盡量減少「人頭費」開支。如果政府用在自身上的
錢多了，用在民生上的錢就少了。

據中新社12日電 對於國務院計劃實施的新一波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
轉變，多名全國人大代表12日表示肯定和支持，但也同時表示憂慮。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賀州市長白希對本輪機構改革也表示擔憂：
「過去我們也幹過機構改革，減少審批，但往往改革幾年後又恢復
原狀。」他在11日廣西代表團會議上呼籲：「我們編制三定方案的
原則是人隨事走，事權簡化了，（這次改革）就要拆廟、撤方丈，
吸取以往一些機構改革出現反覆的教訓。」

倡國務院設專門機構推行

全國人大代表、中共來賓市委書記李志剛說，關於食品、藥品監管
問題，那麼多部門管，但最後沒有一個主體部門真正能管好。李志剛
說：「希望這次改革有一個時間限定，落到實處，見到實效，對職能
設置、人員編制，國務院要有一個指導性的意見，上行下效」。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發改委主任黃方方建議國務院組成一個強有
力的機構、專門的班子推行這次改革，把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財權
理清楚。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常委、民建廣西區委主委錢學明指出：
「大部制改革有助於轉變政府職能，但是如果政府職能不轉變，大
部制改革或許只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已。」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李叢

書）「講真話，道
實情。」新任政協
主席俞正聲在閉幕
時的一番話，引起
了委員們的共鳴。
全國政協委員、廣
州市政協主席蘇志
佳表示，政協在參
政議政過程中，

「不求說得算，只
求說得對。」他認
為，未來在探索政
協工作的制度化、
規範化、程序化的

過程中，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在如何規範民主
監督方面亦應多下功夫。

作為最早試行《政治協商規程》的城市，廣

州向來重視以制度建設推進民主決策，在推進
協商民主規範化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對於未來如何更好地做好協商民主工作，剛
剛接任廣州市政協主席一年有餘的蘇志佳說，
政協不求說得算，只求說得對，說的有效果。
他還指出，「我們常常說政協方面的『三個
化』，即政協工作的制度化、規範化、程序
化。目前，政協工作三項職能（政治協商、民
主監督、參政議政）中，政治協商各地都有探
索，也形成了一些辦法，包括政治協商的內
容、形式、程序。在全國來講，這需要頂層設
計，全國政協要把各地的經驗、辦法總結、提
煉，形成統一的文件。」相對於政治協商制度
化，蘇志佳認為民主監督制度化方面要下功
夫。

他說，在政協委員發言中，也談到民主監督
怎麼規範化問題。「我們要弄清民主監督內容
是什麼、範圍怎麼樣、有哪些程序，應予規
範，以促進政協工作科學化水平。」

去年1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視察深圳發出
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動員令後，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特別強調，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
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改革的路線圖與時間表。

每隔10年出台綱領性文件

對此，中央智囊施芝鴻說，「兩會出台了包含大部
制在內的行政體制改革方案，僅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一部分。改革較為系統的路線圖與時間表，估計將在
十八屆三中全會時推出。回望過去三十年中共重要決
議的出台史，一些重大的改革決定措施的推出都發生
在三中全會，從最早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屆三
中全會，再到後來的十六屆三中全會。」

最近三次指導改革決策的綱領性文件，出台時間相
隔約為10年，均在三中全會落錘，並釋放出巨大的制
度紅利，帶動中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深刻變化。1984
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
體制改革的決定》，界定社會主義經濟涵義，啟動改革
由農村走向城市整個經濟領域；1993年11月，十四屆三
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勒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的基本框架；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
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
定》，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

至於此次是否以類似體制改革委員會的專門機構推
動改革進程，施芝鴻表示，此事尚在討論中。目前國

內有兩種意見，其中一種意見認為，既然要搞頂層設
計，就要有頂層設計的機構。

劉世錦：既得利益不願改革

「當前社會各界對改革的呼聲很高、期待很大。而從
客觀上看，改革的阻力與難度相當大。」全國政協委
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指出，與10年、
20年或30年前的改革相比，當前改革面臨的形勢存在幾
個特點：一是改革不再是認識問題，而是利益問題。以
前改革要解放思想，現在一些人思想已經解放，很清楚
改革之後將是對其不利的，所以堅決不改。二是「不對
稱」的格局關係，比如農民工群體數量大，但影響力有
限；一些既得利益者人數不多，影響力卻很大。三是改
革應在形勢好的時候進行，代價、成本相對較低；而危
機導向型的改革成本會很高。

談到改革的頂層設計，劉世錦向本報表示，「其實
市場經濟很多事情是無法設計的，政府須給出規則，
市場有一個自我博弈和演化的過程。有些事必須要政
府進行設計，但更重要的是由高層往前推動。思考如
何推進改革，既要有勇氣，又要有智慧，二者缺一不
可，才能解決複雜的利益格局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鄭先耀）

12日，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副部長朱
光耀在談到債務危機時表示，中國發生
債務危機的說法聳人聽聞。

貨幣政策審慎負責

近來有人說中國貨幣超發實在是太
多，2013或2014年將出現債務危機，記
者就此向朱光耀求證。朱光耀稱這種說
法有點聳人聽聞，他指出：「中國的貨
幣政策近年來是審慎的，我們2013年的
政策的基本目標M2是13%的增長，實
際上是要低於2012年M2的增長值，所
以總體看來我們的貨幣政策是審慎的，
負責任的。」

各國須合作抗通脹

針對通貨膨脹的問題朱光耀表示：
「在目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主
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都有它的外溢性，
所以我們要求在20國集團框架下，各國
要加強宏觀經濟的協調，要相互的理解
和合作，而不是為了單一國家的自身利
益，來影響地區經濟和全球經濟，所以
發達國家必須要注意他的貨幣政策的外
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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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何凡）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施芝鴻在京向香港文匯報獨家透露，中共高層目前已就改革的很

多問題形成共識，按照慣例，下一步改革的總體規劃、路線圖和時間表有望於今年下半年舉行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有分析認為，三中全會所作的深化改革部署，對中國未來五年乃至更

長時間的發展產生深遠意義和影響。但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者認為，雖然社會對改革的呼

聲很高，但客觀而言，改革的阻力與難度相當大。

中組部：繼續摸㠥石頭「改革」

■全國政協會議結束後，委員們在人民大會堂前合影。 新華社

■施芝鴻指出，新改革路線圖料在三中全

會推出。

■劉世錦表示，改革須解決複雜利益格局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凡 攝

代表：「拆廟也要撤和尚」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田一涵）《人民日
報》13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全國政協十二屆一
次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全國政協的領導成員，
順利實現了新老交替，一批年富力強的同志充實
進來。

委員暢所欲言不迴避

文章表示，會議期間，各個界別、各行各業的
委員們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直面群眾最關心
的熱點議題，發揮專業優勢、提供建設性意見。
小組討論中，委員們思想活躍、暢所欲言，不迴
避問題、不繞開矛盾，生動地踐行了社會主義協
商民主。

香港文匯報訊（兩

會報道組 海巖、軼

瑋）已連任四屆全國
政協委員的台商黃紫
玉12日接受本報獨家
訪問時表示，很多重
要學者進入了新一屆
政協領導班子，表明
了政協的一種變化。
她相信，在政協新領
導的帶領下，政協工
作 會 有 新 的 變 化 ，

「我們抱㠥期待。」

兩岸經濟互補更融洽

黃紫玉告訴記者，新任政協主席俞正聲在閉
幕會上所作的報告，令她感動的就是，俞主席
報告有提到，今後工作要實事求是，要講真
話。她認為，構建一個法治為基礎，以信用為
核心，以健全信用記錄為重點，以教育為抓手
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體系到了緊要關頭，
不能再耽擱。

長期往來兩岸的黃紫玉亦坦言，在兩岸政治問
題未解決之前，台灣居民要擔任大陸政協委員、
人大代表是有阻力的，但她相信兩岸未來會愈來
愈好，經濟會愈來愈相互依賴、互補，社會交流
會更加融洽。

台商委員：
對政協新領導抱期待

人民日報：
班子完成新老交替

據新華社12日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
協主席俞正聲12日上午親切會見了正在人民大會
堂進行兩會新聞報道的中央主要新聞媒體負責同
志和工作人員，向所有參加兩會報道的新聞工作
者表示誠摯的慰問和衷心的感謝。

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結束後，俞正聲
來到湖南廳，親切會見了人民日報、新華社、
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
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等中央主要新聞
媒體負責同志和工作人員，與大家親切握手、
熱情交談，充分肯定了新聞媒體對大會的新聞
報道工作。

俞正聲看望兩會央媒
熱情交流肯定工作

委員：要規範民主監督

獨家報道

■全國政協委員黃紫玉對

新屆政協領導抱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軼瑋 攝

■蘇志佳認為，在探索政

協工作的制度化、規範

化、程序化的過程中，需

要加強頂層設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叢書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