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进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新
一轮改革要“闯关”，首先需要“清障”。

障碍之一是利益固化藩篱。在新华网
“关于当前推进改革的主要难题有哪些”的
问卷调查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在7个
选项中成为首选，占受调查者的1/4。既得
利益，已经成为我们改革突围必须面对的拦
路虎。

改革，是对利益格局的调整。如果说
35 年前的改革打破的是平均主义的藩篱，
那么 35 年后的今天，改革则必须面对贫富
差距过大、利益格局固化等问题。“由于既得

利益者的阻碍，在某些部门和地方面临着不
想改、改不动的窘境，改革需要闯关破难。”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

利益的背后往往有权力影子。应该警
惕既有权力与既得利益相互交织的倾向，杜
绝权与利结成“利益同盟”。“在固化的利益
格局里，权力异化最为典型，也是新一轮改
革的重要突破口。”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
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指出。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
不够完善，市场化改革还不彻底、不到位，
当前一些本该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领

域，被权力之手取代，形成了“政府手长、
市场手短”的畸形格局。以至于行政权力
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对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基础性作用产生威胁，干扰经济社会
运行秩序。

“正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尚未到位，在一些因素的作用下，社会上形
成了权力寻租、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等问
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
林指出。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改革是一场深刻
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

面体制机制完善。
今日改革之首要，就是打破利益固化的

藩篱，改变权与利相互交织的体制，进一步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专家指出，新一轮改革，要正确处理好
政府与市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其中的
关键，就是明确权力的界限，进一步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康有序的权
力运行体系，切断权力与利益的“黑色交
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

冲破日益固化的“利益藩篱”，建设约

束权力冲动的“制度牢笼”，需要执政者的
勇气，也需要集纳全社会的智慧。“不论哪
项改革，都涉及特殊利益群体，现在已经
没有不动奶酪的改革。”中央党校教授周
天勇认为，如果没有壮士断臂的勇气和破
解难题的智慧，任何一项改革都难以“突
围”。

闯关破障是挑战，更是机遇。人们看
到，新一届中央政府通过简政放权、转变职
能，推进着改革的步伐。

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闯关破障、锐意
改革，是时代的必然选择。

新华网“关于当前推进改革的主要难题”问卷调查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成为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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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其中，
诸多事先审查项目被取消等成为关注焦点。

近半年来，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行政
审批事项 221 项，简政放权已是大势所趋、
改革指向。社会普遍关注，简政放权以后政
府干什么？

——“放权”并非“放任”。
“‘放权’不代表‘放任’。”上海金融与法

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说，“简政放权不
是一放了之，不代表企业就丧失监管。”

我国自 2001 年启动行政审批改革以
来，累计取消、调整了2000多项行政审批项
目。但时至今日，有些政府部门仍然“该放
的不放，该管的不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指出，
从目前审批权设置来看，一部分审批权是计
划经济产物，应该取消；还有一部分是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要求新设立的，简单取消
后可能出现很多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地方拉
动经济增长动力仍然强劲。放权后，如何防
止各地项目投资“井喷”，引发新一轮重复建
设和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质量缺陷等问题
频发，如何实现有效监管？

“目前在政府审批权中，‘放’与‘管’界
限尚不清晰。”薛澜说。

——“简政”不是“减政”。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李朴民指出，在

大幅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同时，要防
止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问题。在此过
程中，要坚持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
监管同步强化。

薛澜也认为，“放”和“管”要“双轮驱
动”，简政不意味着减少监管。目前，“放”有
积极措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按步骤清理审
批清单；但在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方面，尚
未看到实质性动作。

针对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国家工商总局
局长张茅表示，要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
律、自律等手段加大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效
能。“并不意味着监管职责的弱化，而是提出
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薛澜说，如果只改革审批制度，没有其他
配套改革，改革很难推进。配套改革包括政
府职能转变、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能力的提
高。要明确哪些职能是政府必须行使的，哪
些是可以由社会和公共服务组织承担的。

——把“闲不住的手”变成管理职能创
新“推手”。

“改革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
新和改善政府管理，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放
和管两者齐头并进。”对简政放权改革，李克
强总理做出了清晰的注解。

这些年总有人抱怨，一些政府部门总有
双“闲不住的手”，处处设卡、层层审批。在
改革指向下，“闲不住的手”要变为政府管理
职能创新“推手”。

一方面，“放”的同时，要切实加强市场
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对
食品、环境、安全生产等群众高度关注、反映
强烈领域，要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一方
面，“管”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把政府
工作重点放在“保基本”上，在非基本的公共
服务领域，更多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作用。

改革，这个当下最时髦的词汇，对普通
百姓意味着什么？改革大潮中，普通百姓的
红利又在哪里？人们在期待……

红利，在一个个能够圆梦的机会中
王琎曾用摩托车拉客，也在外资企业当

过管理人员。今年夏天，他终于用100元的
注册资本在深圳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实
现了多年来的创业梦想。

3月1日，深圳正式启动商事登记制度
改革，取消了经营场所审查、注册资本至少
3万元等限定。一时间，涉及各行各业的小
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越来越多和王
琎一样的创业者“轻装上阵”，赶上了“开往
春天的列车”。

“看似做减法的改革，实则是在增量上
做文章。”浙江省嘉兴市港区管委会主任石
云良说。在基层经济一线工作多年的他认
为，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从体制、机制上给
市场主体松绑，给更多企业和个人拥有放下
包袱、追逐梦想的机会，既提振市场和社会
活力，又解决就业，实现增收，可谓双赢。

红利，在逐渐实现公平正义的脚步中
“我组装过的手机加起来能盖一栋二层

楼房，工资却买不起房子用的砖。”26 岁工
人李想在郑州富士康的车间流水线上已工
作两年，却始终没有在城里拥有自己的生
活。李想说，成本太高，落户安家对他来说
难以企及。

“就想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李想
说，这是他每天工作的最大动力。

买房难、看病难、教育难……李想面临
的困境并非偶然。如果说简政放权有利于
做大经济增长和百姓增收这块“蛋糕”，那么

如何把“蛋糕”分得公平公正，则是人们更期
待看到的“红利”。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难
以回避：超过1200万户城镇低收入群众住
在棚户区中，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短缺，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仍横亘着
一道道“鸿沟”。

从全面实行一般诊疗费制度到“异地高
考”方案“破冰”，从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到提
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十八大
以来，推进公平、改善民生的举措接踵而至。

“未来改革要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
益失衡上取得进展，真正做到让人人享有尊
严的生活，让每个人的梦想得以实现。”中国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说。

红利，在点滴筑起的安全感中
正在为全家挑选晚餐食材的北京市退休

人员项丽萍说，自从超市装上食品追溯查询机
后，她每次买肉都要在这儿“扫一扫”。“是正经
厂家出来的，心里就踏实些。”项丽萍希望，别
有不法小贩添堵，吃什么都是绿色、健康的。

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件让人们生活越
来越缺乏安全感。如何让百姓更舒心放心，在
政府制定下一步改革和工作路线时备受考量。

建立一整套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打造食
品安全保障网，把监管重点放到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造成大危害的
问题上来……

面对改革，我们有满心的期待，面对生
活，我们更有数不尽的梦想。“希望能有一份
体面的工作”“希望能在城市里和家人团聚”

“希望能让妈妈看得起病”……改革在路上，
梦想也在路上。

我的红利在哪里？

10 月以来，有关养老改革的讨论再次
引发热议。

“取消养老金‘双轨’，一并统筹？”北京
公务员张宁听闻“传言”连连摇头，“直接降
低公务员待遇只怕不可能。”一些人却认为，
打破待遇不公，值得期待。

争议背后是利益的多元。改革进入攻
坚期，各种利益深刻调整，一些地方改革久
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
改革行而难破。

改革有风险，但无退路！要改革，先要
找到“最大公约数”，形成最大合力。

“什么是改革最大公约数？现在有些提
法不现实，有些不全面。”国家行政学院决策
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最大公约数应当
是人民群众最广泛利益的“平衡点”，是最能
激发社会内生动力的“关键点”。如此，公平
正义不仅是现阶段凝聚共识的“最大公约
数”，也是深化改革的前提。

近年来，社会发展迅速，一些人反而产
生“失落感”。从“寒门难出贵子”的喟叹，到
农民工“城乡两无依”的惆怅，再到“不怕苦，
就怕没机会”的担忧……折射出的正是推进
公平正义的紧迫性。

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在哪里，实现社会
公平正义的突破口在哪里，改革的公约数也
在哪里。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破除“收入分
配不公”，助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上海杨浦区，参加过淮海战役的 84
岁老党员任遐昌说：“我一个月离休金可以
买4000斤大米，但老家60岁以上的农民还
要自己劳动。就是参加养老保险，每月五六
十元也只能买 20 斤大米，相差达 200 倍！

“一味做大‘蛋糕’，忽略‘分蛋糕’，有可能掉
入‘中等收入陷阱’。”王小广说。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弥合“城乡二
元鸿沟”，疏解社会“公平焦虑”。

农村大病医疗保险、异地高考改革方案
破冰……硬币的另一面却是，农民工子弟上
学门槛高、农地征收补偿标准偏低等短板。
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52.6%，然而真正的“人
的城镇化”只有34%左右。如果户籍制度改
革和农村产权改革继续滞后，那么许多农村
户籍人口的“中国梦”将很难圆满。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释放活力打造
经济奇迹“第二季”。

国企和民企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两翼，唯
有双轮驱动，才能激发改革活力。然而事实
是，相对于多数国企顺风顺水，许多民企仍
被玻璃门、弹簧门限制。身处市场经济大潮
中的商界人士迫切期待深化改革的又一个
春天。

——人才发展环境上，加大“明规则”战
胜“潜规则”力度，确保机会公平。

“拼爹”现象的存在以及利益阶层固化，
很大程度上与不公平的人才发展环境有
关。“机会公平是一切公平的前提。”中央党
校教授辛鸣等专家认为，只有让人们在面对
机会时，依靠规则而不依靠关系，依靠实力
而不依仗背景，改革才能赢得更多支持，一
些人才能告别“世袭贫穷”。

古人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
爬坡过坎涉险滩的改革攻坚期，人们盼望
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释放更加积极
的信号，用公平正义照亮每个人的追梦之
路、推动转型中的中国实现更高层次的发
展。

寻求改革“最大公约数”简政放权以后
政府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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