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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公报 大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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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
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付敏杰：从
公报内容表述看，非公有制经济被提到了更为重要的

地位。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这次提
出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很有新意，许

多创新是民营经济取得的，包括技术研发，所以要调

动这些活力和创造力。另外公报里第一次提出来混合

所有制经济，也就是说，以后国有的里面可能也有民

营的股份。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王远鸿：我
们看到，民间资本，包括民营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重要一部分，原来一开始叫重要补充，现在都

是并列的，是重要部分。民间资本占整个投资的比重，

现在基本占到 !"#，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政府要真正

地放权，民间资本还有进一步激活的空间。要把限制民

间资本进入的“玻璃门”、“天花板”打破，使民间资本有

能力进入，有信心进入，还要获得合理的回报，只有做

到这三点，我想民间资本的未来，非常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宦 佳整理）

公报提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
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当前我们在司法方
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权力的制约监

督不够有力，不够到位，效果也不太好。什么原因

呢？正如三中全会公报所讲的，很清楚，就是因为

我们的司法、监察这块的权力不够硬，不好管，也

管不好。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强调了一定要让它在依

照法律之下有独立性，独立以后就能够真正公正地

行使权力监督。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当下的改革必须从
政府自身入手，只有这样，才能为经济改革、社会

改革腾空间。这是“第二次改革”的核心，一旦启

动，其影响不是一年两年，而是长期的。但是，光

靠政府改革带动经济改革还不行，还要促进政治要

素层面的改革。如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加强司法改

革，保证司法公平，转变作风，加强执政党的自身

改革等。只有认清了这个改革内在逻辑的结构性转

换，我们才能真正掌握改革主动权。

（本报记者 赵鹏飞整理）

激发非公经济活力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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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检察权

公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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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公报第一次提
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这是一个新的亮
点、新的突破。国家治理一是强调多主体，大家都

是主体，国家管理者。人民也是社会的主体，还有

各组织、各单位，都是参加管理的一个方面的角

色，都是主体之一，从过去的一个主体变为多主

体；二是渠道多元，治理既有从上到下，也有从下

到上，甚至可以从中间向上、向下延伸开来、铺展

开来，治理也表明了方式的变化；三是治理要现代

化，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同时也要更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王远鸿：
这次还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加以强化，强调改

革核心是政府放权，目的是让社会活力迸发，财富

源泉充分涌流，发展成果更加惠及全国人民。

（本报记者 罗 兰整理）

全面深化改革确定总目标

公报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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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成立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大亮点。这是中央反复酝酿

成立的，也是重要的制度安排。以往体制改革以经

济体制改革为主，制度安排由中央决定，主要由国

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这样的部门

领导和实施。当前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包括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个方面。成立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可推动五位一体建设的有效开

展和实施。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这轮改革范围之广、力
度之大是空前的。以前统筹各方面的改革主要由国

家发改委来承担。由于改革的复杂性和紧迫性，以

及加强各项改革统筹协调的必要性，国家发改委在

一些方面尤其是政策的制定上受到局限。相对而

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更具权威性，能

够保证改革的设计、协调、推进和监督每一个环节

的落实，有助于确保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这充分表明了中央的改革决心，相信在今后的

改革进程中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本报记者 赵鹏飞整理）

改革设计推进有了指挥部

公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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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这一表述给我
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经济生活领域，我们要实行

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

的有限作用，为激发市场活力、理顺政府市场关系提

出了一个重大的方向。第一，只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市场才有活力，经济才有活力。第二，从现实生活来

看，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权力过大，对微观经济活动介

入过多，压抑市场活力，同时也压抑了经济发展的活

力，所以无论从市场发展的规律，还是现实生活来

看，行政体制改革是激发经济活力最关键、最重要、

最基础的一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特别强
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说白了就是发挥

市场价格形成的作用，强调的是价格怎么形成的问

题。如果我们不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价

格信号不强，资源配置就会受到各方面的干扰。这是

最大的亮点。

（本报记者 罗 兰整理）

市场配置资源升为决定性 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公报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
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
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
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志凯：完
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着力在城乡规划、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

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城乡一体

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同时，一体化不是一样

化，均等原则也不是平均原则，而是要以城带乡、

以工补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构建新型城
乡关系必须要处理好 %个关系，即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导与普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应对复杂局面还要以改革破难

题：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源头上削减中

央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二是协调地方政府与农民

之间的利益关系，让农民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

（本报记者 宦 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