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
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對本報稱，在中
國改革進入攻堅期後，政府管理面臨來
自外部和內部的雙重壓力，這雙重壓力
在一定意義上促成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
加速推進。

外壓：改革慢致民眾認受低

從改革開放的外部環境變化看，主要
有四方面：第一，改革成就巨大，但民
眾認同度下降。隨㠥經濟下行、社會分
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老百姓在改革
中的獲益和其他既得利益群體相比懸殊
巨大，有人尖銳地說：「教育改革讓人
上不起學，醫療改革讓人看不起病，住
房改革讓人買不起房。」
第二，經濟持續發展，代價過於高

昂，突出表現為四個難以為繼：低成本
出口戰略難以為繼；低端產業主導的經
濟結構難以為繼；資源環境的使用方式
難以為繼；勞動在收入分配中的佔比持
續下降，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
問題，使社會穩定的大局難以為繼。

三是社會轉型、體制轉軌快
速推進，積聚大量社會矛盾。
上世紀90年代每年發生的群體
性事件平均還不到1萬宗，但這
兩年每年都在十幾萬宗，這說
明中國社會內在矛盾在激化。
四是國際影響力擴大，但國

家形象不斷被誤讀。誤解和誤
讀背後既有深刻的政治原因，
也有複雜的經濟利益，特別在
美國重返亞洲後正在對中國構
成包圍圈。

內壓：政府結構不合理

從政府自身存在的問題看，經過六次
機構改革後，中國政府由計劃經濟政府
轉變為市場經濟政府。充分肯定改革的
同時，也清晰地看到政府面臨的問題，
「目前政府似乎越成為社會矛盾的中心。
這種現象的出現，不是因為過去我們的
政府沒轉變、沒改革，而是因為過去的
改革解決的大部分是表層的問題，一些
深層次問題還沒有解決好。」

汪玉凱稱，政府自身有三個共性的問
題：首先是政府結構不合理，政府結構
是從計劃經濟演變過來，從行政架構來
看，管理經濟事務部門過多、分工過
細，有明顯的職能交叉和重疊；其次，
政府管理運行中的深層次問題沒有解
決，包括轉變職能滯後問題、政府自身
改革滯後問題、行政審批過多問題和社
會公共服務職能薄弱問題。最後，政府
行為長期得不到有效控制。尤其是一些
不當行為通過互聯網、網絡事件快速傳
遞，得到網友排山倒海的響應，使得執
政黨的公信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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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改革臨瓶頸 行政改革重中重

三中催生二次改革
30年來靠經濟改革推動其他改革的發展思路，已無法突破改革攻堅期的瓶

頸，中國改革內在邏輯的變化，歷史性地把行政改革、政府改革推到了關鍵位

置。多方訊息顯示，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成為中國「第二次改革」起步

的象徵，而行政體制改革將被賦予更重要作用，為未來深化經濟改革尋找新的持續動

力，甚至為大幅推進政治改革奠定基礎。三中全會料將明確部署行政體制改革，包括進一

步轉變政府職能；遏制政府部門利益，加快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及加快政府自身改革。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周偉志

前瞻

第一輪改革（1982年）

★ 在中共工作重心剛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

濟體制上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的條件下展開的。主要內容是，提高政府工作

效率，實現幹部年輕化。

第二輪改革（1988年）

★ 改革的重點，即弱化專業經濟部門直接干預企

業經營活動的職能，以達到增強政府宏觀調控

能力和轉向行業管理目的。

第三輪改革（1993年)

★ 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撤併了一些專

業經濟部門和職能交叉的機構，調整中央與地

方的財權關係。

第四輪改革（1998年）

★ 1993年明確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後，國

內改革進入了深水區，調整部門分工，撤消了

幾乎所有的專業經濟部門，建立並完善公務員

制度。

第五輪改革（2003年)

★ 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代背景下，㠥重

對國有資產管理、宏觀調控、金融監管、流通

管理、食品安全和安全生產監督、人口與計劃

生育等方面的體制進行調整。

第六輪改革（2008年）

★ 根據十七屆二中全會《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的意見》，按照精簡、統一、效能

的 原 則

及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又相互協

調的要求，加大機構整合力度，進行大部制改

革的嘗試，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

第七輪改革（2013年）

★ 中國處於改革深化、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亟

需針對政府管理面臨的一些突出問題進行適當

調整，盡量減少政府組織結構不合理對公共治

理的負面影響。本次改革突出了政府職能轉變

這一核心，在簡政放權、減少微觀事務管理、

更好發揮市場和社會作用方面，提出了一系列

宏觀部署與微觀安排。

7輪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概要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啟動了7輪相對集中、規模較大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由

於基本國情和所處階段面臨的突出問題不同，各次改革的重點也有所不同，概括如下：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
授汪玉凱對本報指出，歷次三中全會一般聚焦深

化經濟領域的改革問題。過去30多年，中國一直是以經
濟體制改革為主導展開各項改革，其他改革都是為經濟
改革服務。然而近年來卻發現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過
程中，遇到的阻力越來越大，一些深層次問題的解決也
越來越困難，這其中政府似乎越成為社會矛盾的中心。
他認為，這意味㠥，改革的發展邏輯發生了明顯變

化，從以往的經濟改革倒逼其他改革，發展為以行政體
制改革為突破口，作為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中心結合
點進一步推動全面改革。「如果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
放是『第一次改革』，那麼現在走到了又一個歷史轉折
口，即將舉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成為『第二次改革』
起步的象徵。」

習李吹風行政改革

汪玉凱指，新一屆中央領導履新後，不斷釋放加快行
政體制改革的信息，或可視為三中全會的預熱。今年七
月，習近平視察武漢，強調政府轉變職能，實現公平正
義，要求政府給每個人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條件，不
久前他在印尼峇里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
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又提到，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
和深水區，面臨難啃的硬骨頭；而李克強則在達沃斯論
壇說，新一屆政府開門第一件事，就是大力推行行政體
制改革，此外，他還多次召開國務院會議，部署簡政放
權、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
汪玉凱認為，不久後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

會料將對進一步提速行政體制改革做出明
確部署，達到「政府職能要轉變、部門
利益要遏制、行政審批改革要加快、
政府自身改革要到位」的目標，具
體來說，或將有三方面內容。

政府職能尋求突破

首先，進一步轉變政府職
能。李克強內閣履新後，即開
展了新一輪的大部制改革。作
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七次大的
行政體制改革，本輪改革
的㠥力點即突出轉變政
府職能這一核心，提出
「營造良好的環境、提供
優質的服務以及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的改革目標。這
需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的關
係，如繼續推進大部制改革、省直管縣改革、進一步推
進中央向地方，政府向社會、企業、個人放權。
其次，遏制政府部門利益，加快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新一屆政府不到一年時間裡，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審批事
項已達221項，但據國務院秘書長楊晶透露，目前中央
層面仍有1,500多個行政審批事項，地方政府層面還有
1.7萬個。「這些剩下的審批項目都是含金量較高的
『難啃的骨頭』，考驗中央決心」。

整飭吏治加大力度

第三， 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當前，腐敗蔓延的勢頭
並未有效控制，成為改革的最大阻力。下一步需要加大
吏治力度，建立嚴厲的官員問責制、財產公示制、改善
官員選拔制，大幅降低行政成本，從根本上改變目前官
員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問題。

北京專家認為，近年來行政體制改革
滯後於其他經濟社會改革，其最大阻力
來源於政府。因此，要深入推進行政體
制改革，必須要同時促進更深層次的政
治要素改革，才能衝破既得利益阻撓，
為改革取得持續動力。

政府自我革命矛盾重重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
立家指出，現在一些矛盾比較突出的原
因，就是有一些政府部門在權力的使用
過程中，過多考慮部門利益，傷害了群
眾利益和公眾利益，這就使得政府的公
信力下降，產生很多矛盾和問題影響社
會和諧。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周志忍亦

認為，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要求政府進行
自我革命。在長期的政府主導型行政改
革中，中國政府扮演㠥制度設計者、資
源調動者、變革推動者、利益協調者多
重角色，由此產生許多難以解決的矛
盾：政府既是改革的主體，同時又是改
革的客體；改革的目標是克服社會萎

縮，但強化社會卻依賴政府的自我克
制；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看不見的手」，
但看不見的手卻要靠政府「看得見的手」
去創造。改革進入深水區，核心標誌之
一是政府日益成為改革的對象，改革更
多具有政府自我革命的成分，其艱巨性
可想而知。

行政改革必觸及政改核心

對此，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
行政體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
項重要內容。此次改革必然觸及中央與地
方關係、政企關係、黨政關係、權力配置
與平衡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政治體制改
革所涉及的核心問題。因此，行政體制改
革的深入推進，需要促進更深層次的政治
要素的改革。如加大反腐敗的力度，加強
司法改革，保證司法公平，轉變作風，加
強執政黨的自身改革等。只有認清了這個
改革內在邏輯的結構性轉換，才能衝破既
得利益阻撓，化解既得利益掌握權力、資
本、資源所疊加的阻力，真正掌握改革主
動權。

推
進
政
改

體
改
先
行

A

智囊分析
行政改革三大部署：
1.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

2. 遏制政府部門利益，加快行政審

批制度改革

3. 加快政府自身改革

內外夾攻 行政改革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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