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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改牽引全局
觸動政治改革觸動政治改革

「船
到江心，還要繼

續往前走。」國家行政學院
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占斌說，之前歷次
重大改革多以經濟領域為主要內容，經
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一直在發揮，很
多方面還沒有完成，需要繼續推進。
張占斌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經

濟體制改革的表述，堪稱第三次思想解
放和飛躍。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屆三
中全會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標

誌着商品經濟破殼而
出；第二次是1992年，十

四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要發揮基礎性作用。
「市場起決定作用，這次是第三次飛

躍，意義非常深刻，某種意義上講，思
想的高度和深度已經有了媲美十一屆三
中全會的亮點，關鍵在於政策做好和落
地。」張占斌說。

經改為由頭 易形成共識
談及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的定位，

張占斌認為，需要從國情、歷史經驗、
政策連貫性等多方面考慮。中國仍是發

展中國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最
大的實際，發展是解決一些實際問題的
關鍵，發展首先是經濟發展，經濟改革
為生產力開闢道路。
張占斌稱，經濟改革不斷深化，「做

了這麼多年，就像船到江心，不能往後
退」，還需要繼續往下做。以經濟改革
為牽引比較穩妥，推動經濟往前走，就
會推動其他改革往前走。而發揮市場配
置資源的決定作用，從基礎作用定位到
決定作用的轉變，能夠發揮帶動其它各
領域改革的作用。
「如果不以經濟改革為牽引，單講政

治改革，為了政治而政治，脫離了經濟

基礎，容易產生更大的歧義。」張占斌
說。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動搖，
體現了執政黨施政路線的連續性。改革
到現階段需要全面改革，不僅僅是經濟
的改革，需要其它方面改革的同時推
進，而以經濟改革為牽引，更容易被接
受。
事實上，經濟改革發揮牽引作用也是

對過去多年改革經驗的堅持。張占斌指
出，「過去就這麼幹了，經濟發展了，
生產力發展了，國力增強了，國際地位
不斷提升」。「以經濟改革為牽引，更
容易統一意見，容易形成共識。」

對於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
維良認為，這是中國國情的最大實際決定的。發展仍然是解
決目前面臨的所有問題的關鍵。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
必須把經濟體制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從理論上講，連維良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

體制改革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作用，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
方面的改革具有影響和傳導的作用。「經濟體制改革搞好
了，可以化解許多深層次的矛盾，也有利於其他各方面改革
的推進。」
連維良指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制約

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仍然很多，所以，經濟體制改
革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此外，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
用，是35年來中國全面推進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這種成
功經驗應當長期堅持。

盡快完善行政審批
連維良稱，發揮經濟改革的牽引作用，國家發改委作為國

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落實和綜合協調部門，首先要率先
做好與自身職能密切相關的重大改革，加快完善行政審批制
度改革、投資體制改革、價格體制改革、宏觀調控體系。
他表示，國家發改委將研究制定經濟體制改革的具體方

案，把改革藍圖變為方案。三中全會部署的全面改革中經濟
體制改革作為重點，涉及20多個方面，落實到操作層面，
幾乎每一句話可能都需要制定一個改革方案，甚至一句話裡
面就能細化出若干個改革方案。他表示，國務院要求，今年
各項重點改革任務，要盡快落實好，顯實效。

步深水區待突破「五位一體」全方位推進

今年全國兩會的召開，適逢中國經濟

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

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時值十八

屆三中全會全面改革啟動百日之後。中

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動力來自改革，以經

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牽一髮而動全身，

發揮經濟改革牽引作用帶動整體改革穩

步推進，成為執政黨的共識。專家指

出，經濟體制改革攸關重大，將對其他

領域改革產生直接影響，或者為其他領

域改革提出新的要求。隨着經濟體制改

革步入深水區，社會架構、組織方式、

利益群體構成發生演變，勢必觸動未來

政治體制改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坤領

兩會前夕，內地多家官方媒體轉發有關習近
平經濟改革思路的綜述文章。文章指出，

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
任務，強調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
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協調推進政治建設、文化
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其他各方
面建設。

社會管理 面臨變革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對本報
記者表示，對於經濟改革牽引作用有很多不同
的解讀，「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
用」是當前改革重點，又是推進其他領域改革
的前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沒有
變。
他同時指出，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

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全方位改革佈局中，
經濟改革的牽引作用並不等同於決定作用。經
濟體制改革的牽引體現在對其他領域將產生直
接、間接的影響，或者提出客觀要求上。
遲福林說，市場要起到資源配置的決定作
用，這對一些領域將產生直接影響。比如農村
土地確權，賦予農民財產權，土地流轉帶來收
益，為農民分享社會發展的財富成果提供制度
保障；文化產業方面，政府長期主導文化資
源，隨着文化經濟的發展，需要更多的社會資
本參與，文化產業才能得到發展；在生態領
域，生態產權制度是構建生態文明的基礎，
「誰污染誰負責」。
「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還體現在間接影
響其他改革上。」遲福林說，在社會改革層
面，比如鼓勵非公經濟發展，允許民間資本參
與國資，經濟體構成發生改變，就會產生代表
各個利益體的組織，社會管理也將面臨變革；
政治體制是否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政府主
導的增長方式是否與生產力相適應，這些都將
對政治體制構成巨大壓力，不得不改。

協調配合 突破掣肘
三中全會提出的系列經濟改革措施，必然影
響未來中國的政治社會走向。國家行政學院經
濟學教研部主任張占斌認為，隨着金融准入門
檻的降低，大批民營銀行的湧現，從長遠看，
必將產生重要的推動力，改變整個金融生態和
金融資源的配置。隨着國資改革的推進，部分
競爭性行業向市場開放，民間資本參與甚至控
股國企，這毫無疑問也將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
深遠影響。
「隨着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推動農民市民
化，更多的人將生活在城市，除了城鎮化率提
高之外，新生市民學習民主政治、社會治理，
這都是國家的重大變革。」張占斌說。
「從現實來看，經濟改革是重點，我們仍有

二十年的增長潛力。」遲福林說，但三中全會
提出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沒有全面的改革，
經濟改革也面臨推進不下去的困局，這是與過
去最大的不同。政治體制改革不突破，經濟領
域存在諸多掣肘，也就很難突破。經濟改革離
不開全面改革，「因為重點只談重點，也就不
是重點了」。
張占斌表示，五位一體是配套的關係，經濟
改革做得好，更有利於推動其他改革的深化。
改革的成功，需要全面協調配合和持續完善，
形成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

「「船到江心要繼續走船到江心要繼續走」」

曾培炎：抓經改「牛鼻子」
化解深層次矛盾

■■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動力來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動力來
自改革自改革，，經改牽一髮而動全經改牽一髮而動全
身身。。圖為上海大眾寧波分公司圖為上海大眾寧波分公司
車間車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
表述表述，，堪稱第三次思想解放和飛躍堪稱第三次思想解放和飛躍。。圖圖
為兩位小孩站在一個以為兩位小孩站在一個以「「百姓夢百姓夢、、中國中國
夢夢」」為主題的菊花展台前為主題的菊花展台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改革步入深水區，需五位一體全方位布局。圖

為山東一紡織廠車間。 資料圖片

國務院原副總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理事長曾培炎近期在2013-2014中國經濟年
會上表示，必須始終抓住經濟體制改革的
「牛鼻子」，充分發揮它的牽引作用，特別
是政府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係，以此帶動
各個領域深層次矛盾的化解。
曾培炎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

定》對新一輪改革開放作出了部署，意義重
大深遠。這次從改革的頂層設計思路來看有

三個鮮明特點：一
是協同；二是倒
逼；三是牽引。
曾培炎稱，改革

已經到深水區、攻堅期，各種矛盾互相交
織，各個領域的關聯性越來越強，單一方面
的改革都會受到制約。《決定》進行了全面
系統的部署，體現出了改革的系統性、整體
性和協同性。

破體制弊端 推兩大轉變
他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社會已經進入一

個新的發展階段，開始步入到中等收入國家
行列。經濟結構面臨調整，發展方式需要轉
變。生產力的發展迫切要求生產關係作出相
應調整。三中全會積極相應了這個要求，解
放思想進行了大膽的理論創新和政策調整，
破除體制和機制上的一些弊端，推動發展方
式和體制機制的兩大轉變，到2020年實現
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曾培炎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經濟體

制改革為重點，本質上是一致的，所以必須
始終抓住經濟體制改革的「牛鼻子」，充分
發揮它的牽引作用。特別是政府處理好市場
與政府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
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以此帶動各

個領域深層次矛盾的化解，推
動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調
整，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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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結構面臨調整中國經濟結構面臨調整，，發展方式需要發展方式需要
轉變轉變。。圖為福州市區一樓盤圖為福州市區一樓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家發改委指出，將加快完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圖為
廣東順德行政服務中心。 網上圖片

■曾培炎。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