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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激发市场活力、推动

经济发展，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

把“简政放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

的“马前卒”、“当头炮”。

一年多来，简政放权迈出重

要步伐。截至去年 12 月 31 日，在

2014 年召开的 40 次国务院常务

会议中，有23次会议提到“简政放

权”，本届政府需要削减三分之一

的行政审批项目的目标已完成。

简政放权持续发力、不断加

力、上下接力。政府权力的减法，

切断了干预企业微观事务的看不

见的手；增强治理能力、提升公信

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的加法，使

政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与人民群众的客观要求。

回顾 2014 年全年，国务院已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超过 300 项——

1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重点围绕生产经营领域，再取消和下放包括省际普通货

物水路运输许可、基础电信和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核准等70项审批事项。

6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下放新一批共52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包括“享

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核准”等关系到投资创业的34项审批事项。

8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便利企业投资经营，再取消和下放87项“含金量”高的

审批事项，其中取消了68项，做到能取消的尽量取消、不下放，避免遗留尾巴。

12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108项主要涉及投资、经营、就业等的

审批事项，为创业兴业开路、为企业发展松绑、为扩大就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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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的简政放权进程可以用“四个大”形

容：决心大、力度大、范围大、幅度大。

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是

一种让资源配置更接近理想状态的帕累托改

进。从编制、审批、财政出发管住政府活动，再

到全面清理和层层下放政府权力，由源头到末

梢的改革，正逐渐让“体太胖、手太长、闲不住”

的千手观音式政府成为过去。

作为一项长期的改革举措，简政放权涉及

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部门小账算得精，

不如大账拎得清，大简需要算大账。

权力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明确政府的

职责边界；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穷尽清

单上的禁区，企业转身拥抱无尽的广阔市场；

“法定责任必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如何管市

场，让政府当好市场秩序的裁判员与守护者。

三张清单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着力点，也

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入手处。

告别审批经济与“正面清单”管理模式，“政

府职能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两者各得其所，这是三张清单后的制度

创新逻辑。

失去了部门利益、个人利益、特殊通道，换

来了障碍减少、效率提高、阳光普照。大道至

简，少了潜规则与后门特例，少了权利寻租、事

倍功半，普适性的政策将阳光雨露均匀洒向每

一个市场主体。

减政放权使 100 个章集结成 1 个章，跨境

电子商务试点、境外投资门槛降低、一站式政

务服务大厅不断涌现，企业与个人节约了时

间、得到了便利；市场多了信心、加了动力；社

会添了就业，增了创造创业创新的活力。

瘦身后的政府回归本位、健身后的政府更

有作为，所有的改变集聚起来就成为历史的跨

越。在跨越中，我们将迎来统一开放、竞争有

序的市场。

2014 年 12 月 1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
定了新一批简政放权措施，再取消和下放
108 项主要涉及投资、经营、就业等的审批
事项。

“减法”先自中央开始。2014 年 2 月 7
日，国务院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
案》，拉开了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大幕。地
方政府积极响应推进改革，变先证后照为先
照后证，变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变一址一
照为一照多址。2014 年 3 月，国务院审改办
公开了国务院 60 个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汇
总清单，共计 1235 项，各部门不得在清单之
外实施行政审批，“权力家底”首次亮相。

作为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手棋”和宏观
调控的“当头炮”，简政放权步子越迈越大。

改革需要“含金量”。连续两年对《政府
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的修订，使需由中央
层面核准的项目减少 76%，92%的企业境外
投资项目为备案管理，中国企业与资本“走
出去”的便利化水平大大提高；全国推行的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大大降低了企业准入门
槛；行政事业性收费大幅减少，每年减轻企
业和个人负担约 100 亿元；一系列资质资格
许可事项和评比达标表彰项目被取消，打掉
了市场主体创业兴业的“拦路虎”。

“减法”已呈燎原之势。天津市通过推
行一枚印章管审批、一个部门管市场、一份
清单管边界、一支队伍管全部、一个平台管
信用、京津冀通关一体化，化“繁”为“简”，变

“揽”为“放”，规范权力运行；江苏苏州张家

港市凤凰镇从乡镇行政审批服务事项中梳
理出与群众密切关联的事项，通过权限下放
和数字化网络平台，将事项办理延伸到各行
政村与社区的便民服务室。

从边缘性事项到核心性事项、从局部性
事项到全局性事项、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
域、从具体措施到制度建设、从中央到地方，
伴随着简政放权的坚定步伐，机构改革和职
能转变紧密结合、同步推进。

2014 年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启动政府
服务大厅的建设，涉及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源局的投资核准、企业债券发行、节能评估
等事项，在这里可以实现一站式办理。

“我去大厅学习，正好看到新疆兵团 7
师分管工业发展的负责人和平安证券的业
务人员在咨询室了解小微企业集合债券的
发行情况，看了很受启发。”原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
事长张晓强说，在政府服务大厅能第一时间
了解项目的具体进程，还有专人负责解释。

在“减法”的改革进程中，如何避免甚至
杜绝明减暗增、越减越增、不减反增的现
象？怎样确保政府“瘦身”后不反弹？什么
样的体制机制保证才能更好地巩固简政放
权的成果？

要保证改革质量，在减法之外还需“加
法”口诀：加强宏观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推进简政放权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国
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
秘书长王满传说，相对于大批量短期内取消
或者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体

系建设相对滞后，一些部门和地方改革目标
不明确，部门、地方与领域的改革进展不平
衡，横向配套不够，纵向联动不够。

王满传说，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就需
要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统一规范，继续取
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提高审批行为的规
范性，加大地方改革力度。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并不意味着政府当
“甩手掌柜”，而是将重心放在营造法治环
境、健全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快织好覆盖全
民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转变职能、减少微观事务管理后，政府

腾出了更多精力管宏观、抓大事、议长远、谋
全局；大量减少行政审批后，政府由事前审
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
管”，发现问题必须叫停、处罚，这往往比事
前审批难得多。

放管结合，使政府的服务水平跟得上市
场和公众需求；苦练“内功”，提高政府的管
理水平，最终实现管放自如——这样的“加
法”，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记者了解到，不少部门已开始演练自己
的“加法”口诀：银监会、质检总局等部门明
确了有关审批事项取消下放后搞好衔接落
实和加强监管的要求；交通运输部提出有关
海事管理审批事项取消下放后的 27 条规
定；浙江省将政府权力清单、企业负面清单、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公布，框定瘦身后的
政府权力，坚决防止反弹。

随着简政放权的不断深化，改革红利
得到了进一步释放。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
预减少了，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花的
精力更多了，市场主体“被松绑”，企业的
活力、全社会的创造力和经济发展的强劲
动力被深度激发。

政府与市场理顺关系，对于激发市场
活力的作用立竿见影。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自 2014 年 3 月
1 日商事制度改革实施，截至 2014 年 12 月
8 日，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 1004.71 万
户，比上年同期增长 16.65%，平均每天新
注册企业由改革前的 6900 户上升至现在的
1.04 万户。新增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持

续快速增长，成为解决就业的主渠道，全
民创业热浪滚滚。

2014 年以来，国务院多次部署减少职
业资格许可和认定。12 月 12 日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再一次部署，取消景观设计师等 68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促进职业资格规
范管理，推动市场化职业水平评价。取消
这些职业资格降低了部分职业的就业门槛
和准入限制，减轻了用人单位和各类人才
的负担，释放了各类人才创新创造的活力。

在上海自贸区，仅“负面清单”一项
就带动了市场主体快速增长，在新设外资
企业中，九成以上为“负面清单”以外采
用备案制的企业。

在天津滨海新区，发改委、经信委、
商务委等 18 个部门的 216 项审批职责连同
部分审批工作人员一并从原单位剥离出
来，全部划到新成立的行政审批局，将过
去分散在各部门的 109 个审批专用章简化
为一个章，实现了“一枚印章管审批”。

数据显示，新行政审批局挂牌以来，
天津滨海新区新设立企业 6787 家，同比增
幅 达 62.5％ ； 新 设 立 企 业 注 册 资 本 达 到
1363.73亿元，同比增长 119.1％。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要进一
步激发民间投资创业的潜力，释放市场蕴
藏的活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
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国家工商总局局
长张茅说，坚持宽进严管结合才能巩固并
释放更多改革红利。2015 年，国家工商总
局将通过建立统一开放、透明公平的竞争
规则，使市场主体平等接受优胜劣汰的
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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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两天，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外汇
业务经理瞿莉和同事提前收到了一份新年礼
物：国家外汇管理局下放银行资本金（营运资
金）本外币转换审批权限，进一步松绑银行的外
汇结售汇头寸管理。

在瞿莉看来，国家外汇管理局这一步，赋予
金融机构更多的市场自主权，让银行和企业在
结汇方面的自由度变得更大。

“对客户来说，获得更多的交易便利和产品
选择，甚至可以在银行竞争中获得实惠的价
格。对银行来说，是机遇更是挑战，在获得更多
经营自由度的同时，也将承担更多的风险和责
任。”瞿莉说。

她解释道，原来银行申请结售汇业务准入
门槛很高，必须按照即期、远期、掉期、期权 4
个类别逐次进行、逐级开办，向国家外汇管理
局申请。相关材料的申报所需时间长，程序繁
琐。如今，手续大大简化，降低了门槛。“手续
的简化增加了资金管理的自由度，考验了对资
金的管理水平，可以刺激银行间的市场更加活
跃，并最后直接体现到银行的对客户交易上。”
瞿莉说，银行只有加强对客户需求的把握、提
升资金交易和管理的能力，才能真正享受到简
政放权的红利。

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经理瞿莉：

“是机遇更是挑战”

本报记者 陈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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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2014年 12月 29日，在山东无棣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刚刚启用的建设服务大厅，工作

人员正在为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讲解办事流程。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图② 日前，上饶市农行业务员到当地企

业现场调研、介绍贷款业务。江西上饶银监分

局改进作风，对小微企业服务的机构设立、自助

设备和业务创新简化审批流程，下放审批权限，

拓宽了辖内银行业服务小微企业途径。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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