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責任編輯：陳振傑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4年2月26日（星期三）

汪玉凱簡歷 汪玉凱，1946年出生於陝西橫山，
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

津貼，有突出貢獻專家。主要從事公共管理、行政改革、電子政務以及非盈
利組織等領域的研究。因提出加快省直管縣改革的五條建議而為業內典範。
2013年初主持《中國特色官邸制課題》研究，7月撰寫的實行官邸制建議稿
經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上報中央，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
提出「探索實行官邸制」。 現任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
學院電子政務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教授，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政府改革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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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年初的國務院廉政工作會議
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今年
要加強反腐倡廉基礎制度建設，清
理、整合和規範專項轉移支付，切
實解決「跑部錢進」問題。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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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當
前，亟需開展縱向精簡政府層級的
改革，如果縱向五級政府不進行整
合，很難建立起規範的財政轉移支
付制度，也無法從根本上杜絕「跑
部錢進」這一頑疾。他認為，三中
全會決議提出，進一步「優化政府
組織結構」，因而推進中國五級政
府體系向國際通行的三級政府體系
轉變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汪玉凱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

已經進行七次中央政府機構調整，
經過去年的新一輪中央政府機構調
整後，國務院還有25個部委——
而發達國家一般不超過17個。但
這幾輪調整都是橫向機構整合，縱
向行政層級調整卻一直未有啟動，
而且非但未能精簡，反而由四級政
府架構演變為更複雜的五級政府體
系：中央政府、省（直轄市、自治
區）政府、地級市（自治州、盟）
政府、縣（區、旗、縣級市）政
府、鄉（鎮）政府。

杜絕「跑部錢進」頑疾
他指出，政府改革往縱向行政層

級調整方面推進，已經非常緊迫。如果縱向五
級政府不進行整合，很難建立起規範的財政轉
移支付制度。當前，當前中國的轉移支付穩定
為三種：稅收返還、一般性轉移支付以及專項
轉移支付。其中，專項轉移支付佔48%，約為
290多項，基本集中於各個部委中，從縣到市再
到省，都「跑部錢進」。因此，只有變成三級
政府、三級財政——中央財政、省財政、縣市
財政（鄉鎮不設財政），才有可能建立相對規
範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隨着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依賴度大大下降，將
來要培植地方稅源，在這個過程中，完善財政
轉移支付制度，使之逐步走向法制化軌道，最
大限度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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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省轄縣增加直轄市
此外，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提到行政區劃及
相關體制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推動有條件
的縣有序改市，推動省直管縣，增加具有立法
權的、較大的市的數量。汪玉凱認為，應該通
過新增直轄市將中國的省級行政單位增加至40
個，為行政上推進省直管縣創造條件；並虛化
鄉鎮這級政府，將其變為縣級政府的派出機
構，從而形成三級政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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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凱教授指
出，兩會後，中央
將進一步以打「大
老虎」為突破口進
行深入反腐，為改
革清障護航，為力
推改革的領導層立
威，並鼓舞民眾信
心。
汪玉凱還指出，
新一屆政府開局以來，一大亮點便是鐵腕反
腐，特別是一場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步步引向
深入、環環相扣的「打大老虎」大戲，已行進
到關鍵時刻，今年如何收官值得期待。他認
為，「現在已經騎在了虎背上，如果不打，反
而會被老虎反咬一口」，以打「大老虎」為突
破口進行深入反腐，不但是為了避免「亡黨亡
國」，更重要的是為全面深化改革清障護航，
這包括為力推改革的領導層立威，同時也鼓舞
民眾信心。

「打虎」反腐
已到關鍵時刻

2014年被視為中國新一輪改革的元年，汪玉凱教授接
受本報採訪時表示，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不久前所言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即將到來的「全國兩會」將
把執政黨的路線方針經由人大批准變成國家意志，全面
落實推進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各項改革部署。他認
為，兩會後，中央將進一步全力開展以政府為重點的行
政改革、圍繞促進公平正義的社會改革。
汪玉凱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經濟、政
治、社會、文化、生態」五位一體全面改革，並成立了
以總書記習近平領銜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其
後，多個省級黨委、部委和機構也紛紛成立全面深化改
革領導小組。

七常委赴研習班 提前「預熱」
此外，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題的
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開班，中央
七常委悉數出席，除兼任中央深改組組長的習近平作重
要講話，兼任副組長的李克強、劉雲山、張高麗也為各
部門、各省區市一把手作專題報告，創下了歷次研討班
的最高規格，這可看成是中央貫徹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的
一次總動員和集中培訓，旨在擯棄雜音、統一思想，督
促落實，為兩會後進一步全力推進改革「預熱」。
他認為， 2014年被稱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亦是中
國繼1978年改革之後的第二輪改革開局年。當前，各項
思想、組織準備工作已經就緒，全面落實推進三中全會
的各項改革部署，將成本次全國兩會的最重要任務。

重頭戲行政改革 有四大議題
汪玉凱指出，三中全會提出的五位一體的改革，其推
進幾乎都以政府改革自身的推進作為前提。行政改革是
此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戲，核心內容是通過優化政府
結構、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管理方式、建設法治政
府和服務型政府四條路徑解決四大議題。
當前，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的行政體制改革正在加

速啟動，新一屆政府抱着「壯士斷腕」的決心採取了多
項措施，上任之初承諾五年內實現精簡現有行政審批三
分之一的目標，短短一年多時間已經達到一半，同時還
向社會公開國務院各部門目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清
單，接受社會監督，預計今年在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

權方面將續有新舉。
另外，針對公車濫用、公款出國、官員住房多佔、超
標等民眾反應強烈的問題，有關方面已經根據三中全會
決定的精神，開始構建制度籠子實行嚴管，今年，這些
議題也料進一步得到推進，「目前改革已經進行到了
『割肉』階段，不僅調整、協調部門之間的利益關係非
常困難，而且『革自己的命』還會引起牴觸，需要政府
以極大的勇氣和決心去推進。」

改革核心要義 伸張公平正義
他續稱，新一屆領導人上任以來，提出一系列的施政
綱領，推出了改革的總體思路，國家富強、社會公平正
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作為三大目標，其中最為突出的
是公平正義，「因為這已經成為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出
現的最關鍵問題」。
汪玉凱稱，應該看到，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
當前人們對改革的認同度在大大下降，「老百姓講得非
常實在，醫療改革使人看不起病，住房改革使人買不起
房，相當多的普通老百姓有這種切身感受」。這說明，
過去在公平正義方面存在問題，中國社會利益格局現已
經處於嚴重扭曲的狀態。因此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
要義之一，就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政府進一步
承擔起公共服務的職能，調整政策確保政策公平，解決
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公平政策，解決關乎老百姓
切身利益的民生問題，讓更多人享受到改革的成果，重
振對改革的信心。

改革萬事俱備 只待人大授權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探索實行官邸制」，備受海內外關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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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領銜撰寫《中國特色官邸制研究》報告上報中央，並獲中央接受建

議。他對本報稱，把實行「官邸制」作為解決官員住房問題、遏制官員住房腐敗的全新嘗試，中央的

決心是堅定的，肯定要實施。在此之前，中央需通過審慎調研制定制度框架，廣泛徵求意見，再選地

方試點，直至全面鋪開。他預計，最快的話，今年可實現試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汪玉凱介紹，當前官員多佔、低價套購或超標侵佔國
家公共資源的問題很突出，民眾反應強烈。比如，

山東省原副省長黃勝有房產46套，浙江杭州市原副市長
許邁永有房產25套，廣東茂名市原市委書記羅蔭國有房
產67套等。不少地方出現了官員建造別墅現象，甚至在
較為貧困的地區也一樣。此外，隨着官員異地交流的頻
繁，一些省部級高官多處調動、多處佔房，並在退休以
後，使「住所」變相成為個人私有財產，甚至還可留給
後代。「我們調研中發現：某省一個有29套省級幹部住
房的大院，現職省級幹部住8套，佔28%；調離幹部家
屬住2套，佔7%；離退休幹部家屬住17套，倍59%；
空置2套（太大或太舊），佔7%。這種現象在很多地方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他指出，中共十八大後，中央作出轉變作風八項規
定。2013年6月，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也再次提

出：要統籌制定領導幹部辦公用房、住房、福利等工
作、生活待遇標準。他認為，在統籌制定領導幹部生活
待遇方面，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建立中國特色的官邸制。
據介紹，「關於建立中國特色『官邸制』的建議」，是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2013年初設立的重大研究課
題。課題在去年6月初步完成，共形成三個研究報告：
《國外官邸制研究》、《中國古代官邸制研究》、《當
前我國領導幹部住房現狀分析與改革趨勢》。7月，由
他撰寫的官邸制建議方案，經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
上報中央。同年底，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規
範並嚴格執行領導幹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實行
官邸制。

哪幾級實施還待中央確定
汪玉凱稱，中央雖然採納了課題組的建議，但官邸制

的具體實施範圍、對象等都還需要中央進一步確定方
案，將來具體哪幾級官員需要實行官邸制，還需中央進
一步確定。但他強調，縱觀國際經驗，雖然實施範圍不
一，但均遵循「任職入住，卸任搬出」的原則。此外，
多數國家對部長級以上官員普遍實行「官宅制」，即提
供住房補貼，卸任後取消。官邸和官宅都是國家所有或
由國家租用，按照規定配置內部設施，費用由國家承
擔。官邸制要實現「流水的幹部鐵打的房」。
汪玉凱還稱，結合中國國情，「官邸制」的政策設計
要以盡量壓縮行政成本，減少行政支出為基本原則，並
與當前的行政體制改革和幹部領導制度改革同步推進；
其次，要建立嚴格的住房監察制度，全面清理領導幹部
的現有住房，建立領導幹部住房申報制度及住房檔案，
加強動態管理；另外，還要推進幹部住房公開制度，自
覺接受社會監督。

■■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中央七常委悉數出席在中央黨校中央七常委悉數出席在中央黨校
開辦的開辦的、、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題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題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
專題研討班專題研討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學者建議，鄉鎮政府變身為縣級政府的派出
機構。 資料圖片

■■濮陽縣機關事務管理局為離退休縣濮陽縣機關事務管理局為離退休縣
級官員興建高檔別墅級官員興建高檔別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東莞有數十名官員在塘廈湖畔東莞有數十名官員在塘廈湖畔
山莊擁有豪華別墅山莊擁有豪華別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
示示，，官邸制有望今年試點官邸制有望今年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