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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題專專

對於經濟進入「新常態」的中國來說，改革
同樣面臨「新常態」的挑戰，而作為牽引全面
深化改革動力的經濟改革路線圖日益明朗。
有分析指出，可能有三種改革阻力，將決定
經濟體制改革推進的難度和順序：修訂法律的
阻力、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協調難度、與其
他改革措施的協調需要。由此，短期內，利率
市場化、服務業領域放寬對外資准入的限制、
打破國企行政壟斷、戶籍制度改革試點、簡政
放權等措施有望快速推進，而涉及農村土地制
度改革、中央與地方財權和事權重新劃分、匯
率完全市場化及資本項目完全放開、建立生態
文明體制等領域的改革措施，短期內難以一蹴
而就。
具體而言，在金融體系改革方面，兩三年
內，民營銀行准入有望獲得突破性進展並擴
大試點，存款利率市場化可能快速推進，企
業上市註冊制有望實現。央行可能進一步擴
大人民幣對美元雙向波動幅度，並逐步減少

對人民幣中間價的干預，通過四五年的時間
逐漸建立起匯率的市場化形成機制。資本項
目開放方面，兩三年內，可能進一步放開企
業和個人的對外直接投資限制，需要比較長
的時間來擴大開放程度，力爭實現資本項目
基本開放。

中韓中歐自貿區談判有望突破
而在對內對外開放方面，兩三年內，特定服
務業領域的有序開放和放寬對外資准入的限制
有望優先推進；上海自貿區作為政策試點的重
要平台，相關制度將加速完善；對外貿易領
域，中韓、中歐等自貿區談判進入攻堅階段，
有望取得突破。中期內，上海自貿區模式可能
在更多地區推廣，自貿區試點效果較好的開放
政策可能推向全國。中長期的目標則是從制度
上建立外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上負面清單的模
式，並最終建立統一適用於內外資企業的負面
清單制度。

中國面臨「新常態」挑戰

部分地方 改革慢半拍

駛上快車道的改革
（形成文件並獲得推動實施）

■經濟改革
—擴大對港澳台開放合作：9月26日，上交所正式發佈滬港通試點
辦法。
—允許地方政府發債：8月3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修
改預算法的決定，新預算法賦予省級政府適度舉債權。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廣東省、上海市等十多個省市均已出
台國企改革綱領性文件，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目標；國資委選
擇6家央企進行「四項改革」試點。
—新設自由貿易區：2013年9月成立上海自貿區。
—允許民資設立中小銀行：試點設立五家民營銀行，分別來自浙
江、廣東、上海、天津四地。
■財稅改革
—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十二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預算法的決定。新預算
法首次確立了全口徑預算管理的原則，以最嚴密的制度籠子，管好國
家的錢袋子。
—央企負責人薪酬改革：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中央管理企業負責
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社會改革
—「單獨」二孩放開：除西藏、新疆外的29個省（區、市）已依法
啟動實施了單獨兩孩政策。
■政治領域改革
—成立全面改革領導小組：已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
次會議。
—中央統一派駐紀檢組：2014年3月底，首輪中央巡視組已全部進
駐。
—巡視制度全覆蓋：2014年3月，王岐山要求改進中央和省區市巡
視制度，逐步做到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全覆蓋。
—戶籍改革： 7月30日，國務院印發《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
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指出，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
—廢止勞教制度：3省已實施，9省已備案。
—監督官員特定身邊人： 8月27日，廣東省紀委預防腐敗信息系統
開始對領導幹部及其家屬出入境的信息進行監控。
—取消貧困縣GDP考核：2014年1月，中辦、國辦印發文件，明確
貧困縣的考核機制由主要考核GDP，轉為主要考核扶貧開發成效。
—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4日召開會議，決定
由習近平任主席，李克強、張德江任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下設常
務委員和委員若干名。
—公務用車改革：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全面
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和《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
度改革方案》，明確取消副部級以下領導幹部用車，取消一般公務用
車，中央和國家機關力爭在2014年底前基本完成改革。
—黨建改革：中央政治局通過《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實施方
案》。
■文化領域改革
—建立知識產權法院：8月2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
議上，最高人民法院提請審議關於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
法院的決定草案的議案。
—改革高考制度：9月4日，教育部印發《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
革的實施意見》。高考改革包括2015起增加使用全國
統一命題試卷省份；語、數、外150分值不變，英
語可考兩次；不分文理科等內容。
■生態領域改革
—自然資源統一登記：國土資源部地籍管理司已經加
掛不動產登記局牌子。8月15日，國務院法制辦公佈
《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徵求意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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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完成頂層設計 建章立制於法有據

2020多項改革推上多項改革推上

十八大以來，雖然中國面臨着經濟增速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困境，但決策層始終秉持改

革反腐優先於短期政策調整的理念，在穩增長方面顯示出罕有的定
力，而在改革開放方面則強勢推進。
作為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精神的重要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領導小組，這一中央最高級別改革領導小組於今年1月22日正式亮
相，習近平總書記親任組長，李克強、劉雲山、張高麗三位政治局常
委任副組長，成員包括中央多位重要領導和重要部門的負責人。強大
的組成陣容，令這一改革領導機構具有足夠的政治資源和駕馭能力，8
個多月內先後召開五次會議完成了從頂層設計、建章立制到具體改革
方案討論、改革時間表的細化，這一最高改革機構的運轉已然走上制
度化軌道。

改革直觸「硬骨頭」「深層次」
據不完全統計，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形成文件並獲得推動實施，駛上

快車道的改革已超過20項，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各
個領域，其中戶籍制度、財稅體制等向來被認為是名副其實的「硬骨
頭」的改革破題，司法體制、公車制度、央企負責人薪酬制度等涉及

深層次利益調整的改革也得以強勢推進。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政治改
革的強勢推進成為亮點，在20多項駛入快車道的改革，涉及政治領域
的改革幾乎佔了半壁江山。
有觀察人士評論指出，中國正在進行的全面改革，遠遠超出經濟
和民生的範疇。「凡屬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擁有法學博士背
景的習近平，抓住「法」這個元素，將改革納入法治框架，也正悄
然改變着中國的權力運行模式。過去，改革往往突破法律或打法律
擦邊球，立法修法成了對改革的確認。而此輪全面改革，習近平定
調以法律統領改革，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這被認為與以往改革
有明顯區別。

依法治國將成四中議題
到目前為止，國務院已分7批先後取消下放了632項行政審批事
項。建設法治政府也成為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的關鍵詞。包括放
開「單獨二孩」、廢止勞教制度、財稅改革等都是通過立法實現
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將在即將舉行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成為
中心議題，觀察人士亦認為這將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提速提供保障
和動力。

快快車車道道

今年作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中央改革號
角勁吹，地方改革也成千帆競發之勢。各地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對外發佈地方
版「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確定地方改革路
線圖。不僅在省級層面，一些省會城市、地
級市亦跟進設立深改領導小組。不過觀察人
士評價，一年多來各個地方全面深化改革的
力度強弱不一，步伐參差不齊，除了上海、
江蘇、廣東等省份領先外，一些地方改革有
「慢半拍」之嫌。
據公開報道統計，全國31省市區就全面深
化改革召開會議的次數相差較大。與中央基本
同步，遼寧、江蘇、貴州等地已召開4次深改
小組全體會議，而有些省份深改小組會議僅召
開1至2次，個別省份則至今未見關於深改領

導小組召開會議的公開報道，更遑論出台有力
度的改革方案了。
今年年中國務院派出督查組赴地方開展新一

屆政府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全面督查，改革的落
實情況是重要內容之一。據知情人士透露，從
督查結果看，一些地方改革存在「雷聲大雨點
小」現象，或多為避重就輕式的外圍性改革，
與中央深化改革相比「慢半拍」。

上海國企改革「一馬當先」
在此輪全面改革中，一些東部沿海省份成為

「領頭羊」。比如，廣東、江蘇等地簡政放權
的力度前所未有，獲得中央肯定；上海在國企
改革方面「一馬當先」；山東金融體制改革亮
點多，已成全國樣本。

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

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中國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中國

經濟持續減速經濟持續減速、、刺激政策刺激政策

難以為繼的新形勢下難以為繼的新形勢下，，大大

刀闊斧推進改革刀闊斧推進改革，，被國內被國內

外不少媒體打上了外不少媒體打上了「「強勢強勢

改革者改革者」」的標籤的標籤，，尤其是尤其是

十八屆三中全會至今十八屆三中全會至今，，中中

央完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央完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頂層設計頂層設計、、建章立制建章立制，，並並

循着法律統領改革的新路循着法律統領改革的新路

徑徑，，將將 2020 多項改革推上多項改革推上

「「快車道快車道」，」，而涉及更廣而涉及更廣

泛領域的改革亦已蓄勢待泛領域的改革亦已蓄勢待

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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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貿區。 資料圖片

■中韓自貿區談判有望突破，圖為兩國第十
三輪談判。 資料圖片

■高考改革。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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