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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整比 100 指数出炉

国产汽车维修经济性较高 本报广州 4 月 18 日电 记者庞彩

霞 郑杨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获悉：今年
以来，该行积极增加金融有效供给，改善
融资结构，引导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输
血造血”。一季度，广东信贷有效需求增
多，信贷投放大幅增长，贷款余额率先在
全国突破 10 万亿元，新增贷款居全国首
位、创历史新高。

据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该行合理运用多种货币政

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有效增加金融供
给，较好地满足了地方实体经济发展的资
金需求。截至 3 月末，广东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 10.11 万亿元，在全国各省市中率
先突破 1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8%；新增
贷款 5470 亿元，同比多增 2545 亿元，居
全国首位、创历史新高，约占全国的八
分 之 一 。 其 中 ，企 业 贷 款 比 年 初 增 加
3161 亿元，同比多增 1611 亿元，占全省
各项贷款增量的 57.8%。

广东贷款余额突破 10 万亿元

本报讯 记者张玫报道：浙江温州市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结合“小微”、“三农”、
社区、老年人等需求的不同特点，积极开
拓新模式、创出新产品，做好金融普惠服
务。目前，全市已开设社区支行等便民服
务网点 111 家，助农取款服务点 2700 多
个，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柜面业务电子替代
率和村级金融服务覆盖面均超过 89%。

据温州银监分局介绍，温州农村中小

金融机构不断变革信贷发放模式，自创小
额农贷技术，整村授信惠及 10 万农户；本
土化推广微贷技术，创新推出农民资产受
托 代 管 融 资 业 务 ，信 用 贷 款 突 破 式 增
长。截至 2016 年 3 月末，温州农村中小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856.63 亿元，贷
款 余 额 1307.94 亿 元 ，不 良 贷 款 率
1.99% ；拨 备 覆 盖 率 289.12% ，拨 贷 比
5.75%，主要风险监管指标总体良好。

浙江温州金融服务覆盖达89%

（上接第一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着眼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制度治党、依规
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统筹谋划和部署。

3 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一系
列新思想新实践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新成果，推
动依规治党迈出新步伐，推动党的建设水平和执政能力
向新的高度提升。

在中央全会、中央纪委全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等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述，作出了
一系列重要指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
同时发力”；

“要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
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加快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
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扎紧制度
的笼子”；

“要加大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度，坚决防止‘破窗效
应’”；

“要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确立为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
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

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关系到依规治党在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地位作用，从党内法规制定与执行
的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与党内法规制度的关系，从成文
与不成文纪律规矩的关系到领导干部培育良好家风的重
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述，指明了党内
法规制度建设的总体方向、廓清了一系列事关根本的重
大问题和根本关系，成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全会先后对党内法规制度体
系建设、依规治党作出全面部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提高科
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
改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
系确立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对加强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部署。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依法执
政，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
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把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提并
论，作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把依规治党提高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

党中央始终强有力地驾驭和引领党内法规体系建
设，确保这项工作在正确轨道上扎实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主持
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一批重要中央党内法规。

——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结合分管领域工作，
加强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指导，狠抓党内法规制定和
贯彻落实工作。

——中央书记处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一项重要
职责来抓，根据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部署，研究谋划
党内法规工作，不断加大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统筹力
度，推动一批重要党内法规制定实施。

党中央一系列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
新，带来党风政风的显著变化、党心民心的进一步凝聚，
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崭新境界。

全面推进 成果丰硕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进步伐明显

加快，制定出台一大批重要党内法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下，在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下，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坚定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
全面发力、多点突破，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
的法规制度陆续出台，呈现“板块式”前进的良好态势。

3年多来，中央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共 54部（其中
2015 年 20 部），包括党章 1 部、准则 1 部、条例 8 部、规则
6 部、规定 21 部、办法 9 部、细则 8 部，超过现行 150 多部
中央党内法规的三分之一。

这些重要党内法规的出台，有力推动了党内法规体
系建设，使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础更加坚实。

——立柱架梁：完善组织制度。
2015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
作条例》。

两部条例，一部是建立 70 年的党组制度首次立规，
从“横向”对党组的设立、职责、组织原则、议事决策等全

面规范；一部是实施近 20 年的地方党委工作条例首次修
订，从“纵向”明确了各级地方党委的组织架构、运行机
制、重要职责、决策规程等。一横一纵立起的“梁”和

“柱”，使党执政治国的组织制度基础更完备，使党的领导
核心作用得到更好发挥。

——刚柔相济：划出纪律红线。
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修

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重要任务。

2015 年 10 月，重新修订的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
分条例印发施行。两者一柔一刚，前者正面倡导、重在立
德，指明道德高线，后者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行
为底线，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作风、纪律等方面新要求
转化为党内法规，实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与时俱进：加强监督执纪。
2015 年 8 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颁布实施，充分吸收巡视工作在新形势新任务下积累的
丰富实践经验，成为开展巡视工作的基本依据。

巡视威力进一步彰显的同时，中央印发实施“三个提
名考察办法”，落实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加强了党对反腐
败工作的领导，成为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重大
举措。

——明确导向：着力选贤任能。
2015 年 7 月中央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

干规定（试行）》，剑指干部能上不能下的老大难问题，明
确“下”的标准、规范“下”的方式、疏通“下”的渠道，整治
为官不为，堪称治理庸懒散的点睛之笔。

这部规定与近年来制定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等一起，在干部选拔任用各环节发力，合力推
动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

此外，《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也在 2015年重新修
订，全面贯彻党中央新要求，吸收理论创新成果，坚持问
题导向、完善体制机制，推动干部教育培训事业进一步
发展。

——填补空白：推动创新发展。
我们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中国

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2015 年 9 月正式公
布，条例明确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政策规定，推动统
战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关于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有关规定，
明确党委（党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聚焦加强宣传思想战线党的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干
部队伍建设等。这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
作，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
导权、话语权具有重要深远意义。

——由点及面：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2013 年 2 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舌尖上的浪费”、

“车轮上的铺张”、“楼堂馆所的豪华”等多次作出重要批
示，要求予以坚决整治，强调要“建立健全包括刚性的制
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严厉的惩戒机制在内的立体
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切实遏制公务支出、公款消费
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现象”。

9 个月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印发
施行，成为从源头上狠刹奢侈浪费之风的综合性、基础性
党内法规。

以条例为引领，一个“1＋20”的制度框架不断建立
完善，从预算管理、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因公临时出国、
领导干部待遇等各个方面织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制
度之笼。

3 年多来，中央党内法规工作的全面推进带动地方
和部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步伐加快。制度治党、依规治
党，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党建热词。

完善机制 提升质量
——党中央立足实际、把握规律，着力完

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推动党内法规工
作全链条协同推进，党内法规质量明显提升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制
定出高质量的制度规定，使其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期
管用。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
出针对性和指导性”。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
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
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
规执行力”。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
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

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
⋯⋯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3 年多来，党内法规工作

统筹协调力度空前加强。党内法规工作推进过程中，还有
更多“第一次”，推动党内法规工作逐步形成完整工作链条。

——中央书记处定期听取党内法规工作情况报告。
2015 年 2 月，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首次听取中央办公

厅关于 2015 年党内法规工作计划的专题报告。从 2015 年
起，中央书记处每年听取中央办公厅报告上年度全国党内
法规工作情况和下年度工作安排，并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
立下来。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正式建立。
2015 年 7 月，根据党中央要求，中央书记处协调建立

了由中央办公厅牵头，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部等 13 家
成员单位参加的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标志着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搭建起跨部门的会商协作机制。中央党
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主要职责是研究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
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统筹协调综合性中央党内法规制
定工作，研究制定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推动已出台的中央党
内法规的贯彻实施，等等。2015 年 8 月，栗战书同志主持
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对有关工作进行了部署。

——制定规划计划、明确任务。
2013 年 11 月，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编制的《中央党内

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 年）》正式发布，
这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顶层设计的一项战略工程。

《纲要》提出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战略目标——到
建党 100 周年时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
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纲要》还明确了今后
5 年中央重要党内法规制定项目。同年 12 月，中央办公厅
组织召开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会议，就贯彻落实《纲
要》进行了部署。与《纲要》相衔接，中央办公厅 2014 年开
始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年度计划。

——摸清家底、夯实基础。
2012 年至 2014 年，中央部署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

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对新中国成立至
2012 年 6 月间出台的 23000 多件中央文件进行了全面筛
查，共梳理出规范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 1178件。

经过两个阶段的清理，共废止 322 件，宣布失效 369
件，二者共占 58.7%；继续有效的 487 件，其中 42 件需适时
进行修改。各省区市和中央有关部委按照党中央统一部
署，对本地区本部门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步开
展全面清理。通过集中清理，搞清了底数，一揽子解决了党
内法规制度存在的不适应、不衔接、不协调、不一致问题，实
现了制度的“瘦身”和“健身”，为进一步健全党内法规制度
体系打下了基础。

——确保一致、保证权威。
长期以来，个别地方和部门存在着“红头文件打架”、

“红头文件违法”等现象。
为确保地方和部门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同

党章和中央党内法规相抵触，保证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逐
级贯彻落实，中央专门制定印发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备案规定，建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

备案工作开展以来，涉及领域越来越宽，覆盖范围越
来越广，不仅备案审查党委及其部门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2015 年党组工作条例印发后，将党组制定的
党内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实现备案审查全
覆盖。

同时，地方党委按照下备一级要求积极推进本地区备
案审查工作，目前市（地）委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已全部纳入
了备案审查范围，一些省区市已下备至县、乡级党委制定的
规范性文件。

——全程管理、规范解释。
针对党内法规解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2015 年 7 月，

中央印发第一部关于党内法规解释的规定，对党内法规解
释工作进行全面规范，促进党内法规统一正确实施。

从编制规划，到法规制定，再到协同实施备案、清理、解
释、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党内法规工作各个环节运转高效
有序。

同时，中央还建立起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衔接联动机制，强化同人大、政府、政协、军队法制机构在备
案审查工作上的协作配合；召开全国党内法规工作培训会
等，着力形成党内法规工作合力。

各地也结合各自实际，探索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工作机
构和力量。

不断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带动党内法规质
量明显提升。

坚持开门立规。党中央制定出台每一部党内法规都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征求各
方面意见建议。廉洁自律准则、党纪处分条例等法规
制定过程中，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挂帅，多次赴地方调
研，多次主持召开部门和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并
将两个文件稿普发全党征求意见，凝聚全党智慧、形成

最大共识。
坚持问题导向。党内法规制定过程中，始终突出问

题导向，着力破解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法规制度
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聚焦破解干部选拔任用中唯
票、唯分、唯年龄、唯 GDP 等问题，破解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突出问题等，中央组织部制定的一批党内法规都在实
践中收到明显成效。

坚持要言不烦。每部党内法规都紧扣主题、精准定
位、突出重点，突出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要求。地方党
委工作条例的修订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原条例的
40 条经过修订调整为 33 条，重点更加突出，条例规定的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强了。

铁规发力 禁令生威
——党中央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狠抓

落实，推动党内法规落地生根，制度威力全
方位彰显

2012年 12月 11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
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正式印发。

这不仅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的第一部重要党内法
规，更孕育催生出日后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名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通过八项规定时的一番话，仍让人印象深刻——
“从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新人新办法”；
“咱们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两字，就是要表明

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个规定是刚性的”；
“我们说了不是白说，说了必须做到，把文件上写的

内容一一落到实处”⋯⋯
3 年多来，党中央从“我”做起、以上率下推动八项规

定精神有力执行的过程，正是制度治党效果彰显的生动
写照。

3 年多来，党中央多措并举抓落实、从严从实促执
行，推动党内法规制度有效落实，着力让铁规发力，让禁
令生威，全方位展现制度的威力。

——党内法规不能“锁在柜子里”。
中央坚持党内法规能公开尽量公开，重要的党内法

规及时在新闻媒体上公开发布，提高知悉度，同时加大宣
传解读力度。

廉洁自律准则、党纪处分条例印发后，不仅新闻媒体
进行了宣传报道和深度解读，中央纪委机关还大力开展
巡回宣讲。截至 2015年底，中央纪委领导同志及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先后在 100多个地区、部门和单位进行宣讲，
950 余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1.9 万名厅局级干部、近
40 万名党员干部接受了宣讲培训，在全党范围内形成强
大宣传声势。

——让党内法规成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程”。
2015 年 12 月，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各级党校要“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
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章和各项党规党纪，正进
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课堂，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知敬畏、明底线，更好规范自己的言行。

各地区各部门通过举办专题研讨班、培训班，将法规
制度列入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干部教育课程等方式，促进
党内法规入脑入心。

2016 年 4 月，“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
员”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8700 多万名党员将把党章党规作为重要学习内容，让全
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

——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
用好党纪戒尺。过去一年，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对违

反纪律的党员干部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 20 万人，
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 8.2万人。

加强督促检查。中央办公厅在推动综合性中央党内
法规制定工作的同时，指导推动各牵头单位认真落实党
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并形成落实情况报告。

启动清理规范。党组工作条例印发后，中央组织部
对各地区各部门党组的设立、党组成员配备、党组工作规
则等情况开展清理规范，推动制度规定落实到位。

⋯⋯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

要指示中强调：“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以改革创新精神补齐制度短板，真正使党的组织生
活、党员教育管理严起来、实起来。”这为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依规治党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依
规治党正迈开更为坚实的步伐，这必将为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
保障。

文/新华社记者 华春雨 孙 铁

（新华社北京 4月 18日电）

本报北京 4 月 18 日讯 记者姚进报道：中
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以
下简称“两协会”）今日在京联合首次发布汽车
零整比 100指数的研究成果。

所谓“零整比”，是指市场上某商品全部
零配件的价格之和与完整商品销售价格的
比值。对汽车来说，也就是具体车型的配件
价格之和与整车销售价格的比值。比如，零
整比系数为 1273%的汽车，即指如果更换所
有配件，所花的费用可以买 12 辆新车。

汽车零整比 100 指数是通过对原有汽车
零整比系数研究方法的梳理和规范，制定标准
的车辆定型、配件选取等指数编制规则，并按
此标准分别计算各车型的零整比系数，计算得
出的算术平均值。汽车零整比 100 指数的样本
车型由国内保有量最大、上一年度销售数量居
前、品牌代表性较高的 100 款常见车型构成。
未来，汽车零整比 100 指数将每半年更新一
次，建成汽车配件价格的监测体系。

据介绍，首期汽车零整比 100 指数样本车
型的销售价格为 43900 元至 956000 元，样本
车型细分为 8 个价格区间，基本覆盖高、中、低
多层次消费群体，其中 5万至 30万元价格区间
的车型数量占比达到 87%。

具体来看，5 万至 10 万元的车型有 26 款
车 ，零 整 比 系 数 最 高 的 是 广 汽 本 田 飞 度

（463.8%），零整比系数最低的是力帆 620 为
157.98%；10 万至 15 万元的车型有 27 款车，零
整比系数最高的是东风本田思域（355.12%），
零 整 比 系 数 最 低 的 是 长 城 哈 弗 H6 为
182.76%；15 万至 20 万元的车型有 17 款车，零
整 比 系 数 最 高 的 是 一 汽 马 自 达 6 睿 翼

（557.08%），零整比系数最低的是东风悦达起
亚 K5 为 164.93%；20 万至 30 万元的车型有
15 款车，零整比系数最高的是华晨宝马 X1 为
597.85%，零整比系数最低的是上汽通用别克
昂科威为 247.52%。

经 测 算 ，首 期 汽 车 零 整 比 100 指 数 为
329.35%。“总体来看，在历次汽车零整比研究
和发布的引导下，透视出零整比系数呈下降
趋势，有效降低了消费者的负担。但与此同
时，各车型间维修成本差异仍然较大，本期

100 个车型的零整比系数高低差异达 5.5 倍，
部分车型零整比过高仍是不争的事实。”中国
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助理郭红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几次发布时零整比系
数曾高达 900%以上的车型现如今几乎都退出
了市场。“相关研究成果客观反映了汽车在日
常使用过程中配件价格和维修成本的变化情
况，业已成为衡量汽车维修经济性的重要指标
之一。”郭红认为，持续深入的研究引发社会舆
论的广泛关注，对促进汽车售后配件价格的合
理回归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切实维护了广
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下一步，两协会将推动提升汽车零整比研
究的覆盖度。一是加强与消费者的互动，征集
并测算消费者重点关注的车型零整比。二是加
强和汽车厂商的交流合作，欢迎汽车主机厂参
与测算车型零整比，并经两协会按标准校验，
公开向社会发布研究成果。三是将积极与各相
关权威和有影响力的协会、组织和机构开展联
动，共同参与汽车后市场与消费者权益相关的
指标研究。下半年，两协会将不断扩展汽车零
整比研究的外延，探索开展汽车消费者养护指
数的研究，进一步提升消费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