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刘志奇刘志奇 董庆森董庆森 张张 虎虎 管培利管培利 美美 编编 夏夏 一一 高高 妍妍

杨伟民表示，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仍然要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进一步明
确，在理论上进一步突破。《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抓住了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意味着在配置资源问题
上，其他力量如政府，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
定者只能是市场。”杨伟民说，这种改动表明我们进一
步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这是《决
定》的一个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首先，界定了政府的作用和职责。在政府和市场
这两只手中，把政府这只手的范围界定了，剩下的就交
给市场。《决定》界定了政府职责的 5 个方面——宏观
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环
境保护是新的突破。

第二，界定了政府定价的范围。《决定》明确提出，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
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政府定价
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

然垄断环节，并且要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农产
品价格形成机制也要不断完善，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
价格的作用。

第三，界定了宏观调控的任务和体系。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系确立之初，我们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
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在一定程度
上把宏观调控等同于政府作用，形成了宏观调控扩大
化的倾向。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总量平衡、结构
优化和防御风险。像保护环境、保护耕地、保障食品安
全等都是政府日常应该进行的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工
作，不是宏观调控。不能在经济过热时就加强环保、严
管土地，而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就放松。政府应当一以
贯之地执行环境、土地等各方面的标准和准则。

第四，在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上，确定了以
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也界定了国资委未
来工作的方向。《决定》在经济领域包括其他很多领域
上，把政府的事情界定清楚了，剩下的事就交给市场来
决定。就像负面清单这种管理模式，把限制的和禁止
的内容确定了，其余的就交给市场。

确保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解读《决定》

本报记者 张 双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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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
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
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
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1月
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媒体吹风会，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决定》有
关内容进行了解读。

当前，发展、改革、稳定都进入非常重要的关键时
期。而要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发展问题、改革问题、稳
定问题，必须通过全面改革来进行，这正是改革的大势。

从经济方面来讲，我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
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下一
步发展面临众多难题和风险。从改革进展来讲，改革
开放已经进行了 35 周年，好改的、容易改的、大家共识
比较明确的改革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改革都
是“硬骨头”。从社会稳定来讲，我们现在处于矛盾凸
显期，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

杨伟民表示，《决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
其基本特点主要有 5个方面：

主题是全面的。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
革，涵盖内容非常广泛。

主线是清晰的。《决定》不仅讲到坚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同时提出“六个紧紧围绕”，分别是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这 6 个领域的
改革主线。

重点是明确的。《决定》的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重
点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火车头”的牵引作用，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从根
本上说还是发展问题，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党和
国家的首要任务。

力度是空前的。《决定》16 个方面中有 15 个是改
革的领域，60 条中有 55 条是重大改革任务，句句是改
革，字字有力度。每一句话的内涵非常丰富，落实下去
都可能会使该领域、该环节的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

落实是有保障的。《决定》落实有两个基本保障：一
是明确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
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组织
保障；二是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这是时间保障。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杨伟民认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符合自身
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是有目标、有方向、有对象、有重
点、有目的性的改革。

从改革的目标来说，这是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总目标的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是全面的，包
括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制度是成
熟的，国家治理水平和能力是检验社会制度是否完善
和定型的重要标准；主体是多元的，这也是民主的一种
表现；方式是法治的，《决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从改革的对象来说，这是以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布局，以及党的建设、国防
和军队等领域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为对象的改革。

从改革的方向来说，这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
革为方向的改革，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从“基础”到“决定”，这两
个字的改动意义非常重大。

从改革的方法论来说，这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
点的改革。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发展
问题。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党和国家的首要任
务，必须主要依靠改革红利释放活力、实现发展。

从改革的价值观来说，这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改革，这是改革的
价值取向，也是改革的最终目标。过去，我们改革的重
点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现在，已经形成的体制有
利于促进效率提高，但在一些方面、一些领域、一定程
度上，带来了不公正、不公平等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
角度讲，我们虽然提高了当代的资源配置效率，却有可
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比如环保
问题。因此，《决定》就是要确保我们的发展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
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5 年来，我们党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
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
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
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
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
瞩目

《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抓

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

题，意味着在配置资源问题上，其他力

量如政府，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

但决定者只能是市场，表明了我们进

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

本取向。这是《决定》的一个重大突破

和理论创新，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

革如何在关键领域有突破，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向外界传递

出鲜明信号。一边是处理好政

府与市场关系，一边是改革发

展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幅

全方位改革与发展的新蓝图彰

显出的是“管好手”与“迈开

腿”的坚定决心。

回 顾 改 革 开 放 35 年 的 历

程，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很长一

段时间内，讲的是“计划经济

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党的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

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国

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

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则指出，“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

从 “ 基 础 性 ” 到 “ 决 定

性”，意味着“市场之手”与

“ 政 府 之 手 ” 的 作 用 更 加 分

明 。 过 去 在 “ 基 础 性 ” 的 框

架 下 ， 政 府 仍 然 可 以 在 某 些

领 域 代 替 市 场 来 主 导 资 源 的

配 置 。 而 在 “ 决 定 性 ” 的 框

架 下 ， 更 好 发 挥 政 府 作 用 ，

影 响 和 引 导 资 源 配 置 ， 但 决

定者只能是市场。

从 “ 基 础 性 ” 到 “ 决 定

性”，意味着“市场之手”与

“政府之手”的界限更需分明。

事实上，中国新一届政府把政

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作为开

门的第一件大事，既作为全面

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又作为

宏观调控的“当头炮”，不该管

的坚决不管，该管的要坚定不

移地管好、管出水平。

从 20 年 前 提 出 的 “ 基 础

性 作 用 ” 上 升 到 如 今 的 “ 决

定性作用”，两个字的变化表

明 我 国 坚 持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方 向 的 坚 决 态 度 ， 未 来 中

国 经 济 改 革 的 市 场 化 思 路 更

加明确和深入。

高高扬起“市场之手”
韩 叙

高高扬起“市场之手”
韩 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
大突破，突出解决了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的
问题。农发行要深入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在确保支持好粮
棉油收储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以支持城镇化带动新农村建设和现
代农业发展的有效模式，进一步加大支持城乡发展一体化力度；跟
踪研究国家粮棉油收储政策调整，及时提出应对措施；研究建立利
率市场化条件下贷款定价机制等，推动农发行改革发展再上新的
台阶。

——农发行行长、党委书记 郑 晖

企业发展需要“小岗村”式的自主权，要减少政府对企业发展
的干预，一个企业投资什么、怎么投资、在哪里投资，政府应该引导
但不是规定，这样才是真正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自身发展规律，才
有利于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凡是可以交给市场的均
由市场决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做好服务、监管、宏观调控工作。
政府和市场不是非此即彼，理顺关系也不是简单划界限、各自撇清
干系，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分工合作，形成合力。

——湖北省委党校教授 高 斌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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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坚持发展是解决中国所
有问题的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将以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紧紧围绕智能电网发展战略，全力支撑和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电网浙江余姚市供电公司总经理 邬宏伟

发挥好农村金融服务骨干作用

调动企业家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全力支撑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
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
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
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新兴市场国家突
破人均 GDP1000 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
奔向 1000 美元至 3000 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
人均 GDP3000 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
盾集中爆发。当今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
所 谓 的“ 中 等 收 入 陷 阱 ”问 题 ，处 于 人 均
GDP3000 美元至 5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
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 年我国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 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
国家的行列，同样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
过，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许多选择。当然，所有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
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宏观调控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
经济进行的一种调节与控制，是保证社会再生
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管理经济的
重要职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及
需求是受价格规律及自由市场机制所影响，会
带来通货膨胀等问题，而后所跟随的衰退甚至
会使经济停滞、倒退，这种周期波动对社会资
源及生产力都构成严重影响。所以宏观调控是
着重以整体社会的经济运作，透过人为调节供
应与需求。在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
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
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
主要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汇率等经济手段
和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

宏观调控中等收入陷阱

（本报记者 张 虎整理）

在第十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

一款新型高速搬运机器人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5

月 22 日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进科技

体制改革，创新型国家建设迈向新征程。

新华社记者 鲁 鹏摄

9 月 1 日，孩子们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燕山路

棚改区燕山路社区篮球场打篮球。党的十八大提出

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战略目标后，一幅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