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版
2013年11月13日 星期三

特别报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
了总部署和总动员。其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
作用等方面的表述引人注目。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
佐军。

“公报发出了一个强大积极的信号，中国要全面
深化改革。”这是李佐军对公报深刻的第一印象。
李佐军认为，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点，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仍然是一大主题。同时，
当前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问题非常突出。如房价过
高、地方债风险、影子银行、产能过剩等，这些问
题的解决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李佐军说，公报指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
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
子”。无论是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还是财
税体制改革，都无法回避这一关系。处理好了市场与
政府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便纲举目张。

公报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李佐军说：“以前提基础性
作用，也是强调市场作用。但此次提决定性作用，力
度更大，含义更深。何为决定性？就是离开它不行！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改革将坚定不移地以建设更加公
平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为重要方向。”

李佐军认为，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在
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市场并非万能。关
键在于让有形之手、无形之手实现高效配合。当然，
政府也要以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来“更好地发挥
作用”，决不能搞大包大揽、越俎代庖。

2013年 11月 12日，在万众瞩目与期盼中，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胜利闭幕。这次会议，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
蓝图、新愿景、新目标，合理布局了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
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
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全会公报提出的一系列
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热议。

新时期的总部署总动员

公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各界普遍认为，这是我们党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一次全面深
化改革总部署、总动员，充分体现出全面、综合、协调
等特点。

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改革
的顶层设计与顶层推动至关重要。公报中提到成立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统筹改革，这是保证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
措施，使我们对改革更有信心。公报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
总体目标同整个社会的期盼是一致的，也与此前“三步
走”战略、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一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信凯认为，阅读公报全文，能感
受到此次改革方案在设计之初就着力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迈
上新征程。改革特别注重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
间的关系，一方面“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另一方面要
求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这都体现出党中
央决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创新活力。

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

公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对此，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指出，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这次有了新突破。一是提出要“发
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
影响力”。对国有经济提出“活力”是第一次，这是由于部
分国有企业效率比较低，“活力”显得有些不足，有时难以
抓住宝贵机会。第二是提出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
和创造力”。从现在国内外情况来看，许多创新和技术研
发是民营经济进行的，所以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调
动这些活力和创造力。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公报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

佐军表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对市场作
用的充分肯定，把市场在经济体制改革、资源高效配置中的
作用，提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位置。同时，这一重要表
述，也是对社会上否定市场作用、否定市场化改革声音的有
力回应。

网友“张鑫”说，从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到强调“起决定性作用”，无疑是一大亮点。这要求下一
步改革，将着重破除违背市场规律、妨碍资源自由流动的一
切体制、机制障碍，真正让市场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公报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表示，公报能够明确

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上出了一个
非常大的题目。就是怎样更好地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多
方面的关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执
政党执政能力的建设是分不开的，与亿万群众的积极参与
是分不开的。

网友“奎龙”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党和政府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提出的重要而紧迫的现
实任务。它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
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

提出改革明确时间表

公报提出，到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
取得决定性成果。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潘璠表示，要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理解这一制度安排。党的十六大提
出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 年比 2000 年翻两番；党的十七大
根据当时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将这一指标修改为实现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到 2020 年比 2000 年翻两番。党的十八大报
告则首次提出到 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两个翻一番”目标。在全面深
化改革的新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目标，与这些一
以贯之、不断推进的目标相吻合、相呼应。

张力认为，我国改革开放正处于攻坚期，现在是啃硬骨
头的时期。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顺应群众期待，理清要着力
解决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在加强社会保障、促进医疗体制改
革、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下功夫，凝聚改革共识，实现重点
突破。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公报提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
管清友认为，财税体制将会作出重大调整，上收财权事权是
改革方向。他表示，应该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
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
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十八届
三中全会在财税方面的亮点，一是财政职能的新定位，强
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不只是经济的
一个环节。二是把财政提升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
障。三是“法”字当头，解决法与财“两张皮”问题。四是
稳定税负，意味着今后税收与 GDP 增长同步，给了一颗定
心丸。

对内对外开放相促进

公报提出，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

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
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
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认为，继续
开放对我国来说非常重要，尤其要增强对外开放的针对
性。他表示，中国过去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的模
式已经遭遇挑战，中国应继续寻找开放潜力，适应经济全
球化新形势。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则指出，中国（上海）自贸试
验区的建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利。它虽然只有 28.78
平方公里，却是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其任务就
是发挥试验区、桥头堡和排头兵的作用。

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公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认为，全
会强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表明环保工作更进一步，随
着制度建设的推进，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
管制制度的健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
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等，环保市场的规模有望进一步
扩大。

周天勇认为，改革将把资源产权变得更加清晰，并且保
护起来，比如哪些是生态保护区，哪些是重点防护区都要划
出红线。另外就是资源要有偿使用，如水资源、土地资源
等，要有补偿机制。

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引发热议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
中 全 会 11 月 12 日 在 北 京 闭
幕，引起世界媒体和各界人士
的高度关注。他们普遍认为，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
三中全会及其确定的未来国家
改革发展纲领，表明了中国政
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
域，更深入、更科学地推动改革
的决心，也是中国发展模式不
断完善发展的最好例证。相信
在新的改革纲领性文件指引
下，中国的发展将更稳健、更全
面与可持续。

美国主流媒体第一时间
报 道 了 这 次 会 议 的 主 要 内
容，认为中共高层已经就重
大 改 革 问 题 达 成 了 广 泛 共
识，中国将在改革的道路上
坚定地迈出更大步伐。美国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领导人
作出了庄重承诺，将推行财
政和土地改革，并让市场在
资 源 配 置 中 起 决 定 性 作 用 。
许多美国经济学家表示，在
土地方面进行改革能提高相
关生产效率，也能帮助中国
领导层推进城镇化建设。

德国媒体称，十八届三中
全会公报中透露出中国政府
将 进 一 步 减 少 对 经 济 的 干
预 ，民 营 经 济 将 获 得 更 大 的
自由空间引人关注。“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表述，对中国来说
是巨大的进步。中国政府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和强化市场经济地位，走上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正
确道路。

奥地利新闻社对会议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分析，认
为此次会议将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了更好处理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上，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应当
发挥的重要作用。

韩国媒体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涵盖了经
济、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公报内容以概论性的指导精神
为主。

埃及国家通讯社中东社撰文指出，中国从政治、经
济等各个领域入手，推动改革的不断深入，确定了未来
10 年的发展方向。文章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对发
展中国家具有长远影响，埃及可以从中获得经验。埃
及中国问题专家阿迪尔博士表示，随着中国政府在政
治、经济等领域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实，中国经济将更
具发展潜力、更加健康稳健。

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前景以及将给世界带来的经
济红利，英国各界充满了期待。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
中国之星正在世界上冉冉升起，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为
中国未来 10 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英国可从中国的发
展中获益。

法国不少专家认为，中国以其自身经历和巨大成
功，证明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科学和深化改革的必要
性。通过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让世界看到中国
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专注发展的决心，向世界传递出
中国稳定增长、向好发展的巨大信心。因此，有理由对
中国未来的深化改革之路充满信心，对中国未来的经
济发展和稳定充满信心，对中国未来在区域和全球的
经济发展贡献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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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前景令人期待

牵住了改革“牛鼻子”
——访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

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本报记者 胡文鹏

@随风如影：十八届三中全会从以往强调经济建

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向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

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迈进，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

全面改革的“2.0时代”。

@彩云飞：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

这次大会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为我国未来的经

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有事说话：群众对于国富民强、民族振兴的期待

是必然的，对身边的变化和触摸到的实惠深感高兴。

期待全会后中国能有更好的实惠让群众享受，让更多

的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小山：多年改革，我们抵抗风险的能力不断增

强。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安排”，增强改革的科学

性、协调性、协同性，改革就能化险为夷。

@大爱世界之同：只有改革的红利能真正做到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才能得民心。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为

新的历史节点，关系中国全面发展，更关系你我切身利

益。相信中国必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陈秋霖：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为“实现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要方面，进一

步强调了医疗卫生的普惠性和公平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