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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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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
市场决定性作用主要指价格形

成机制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

是在遵守规则和公平基础上经过充

分竞争形成的，而不是由政府管制

和少数市场垄断主体决定的。是众

多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结果。

过去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

管得多，导致价格信号扭曲，误导

了资源的合理流动，致使资源配置

效率降低。虽然市场配置资源的效

率一般比政府高，但市场的决定性

作用并不是指全部作用，政府也要

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市

场失灵时，政府要及时弥补市场缺陷；有市场主体违法违规和垄断竞争

时，政府要规制和监管，要为市场公平竞争保驾护航；政府还要提供服

务。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但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辅助性作用，

没有政府服务市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无从谈起。

总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

求，是市场功能充分发挥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要求。最终要建设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它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企

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二是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三是商品和

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本报记者 罗 兰整理）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原文】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
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工作室主任张晓晶：
过去在强调 !"# 的动机下，

地方政府一味想把经济搞上去，

在产业政策和许多方面干预经

济，比如国家规划的七大新兴战

略产业，各地不管自己是否适合

都一拥而上，造成各省区市产业

结构趋同和产能过剩。

在增长冲动下，政府过度干

预经济还造成大量地方融资平台

债务负担过重。地方政府以资金

平台公司为基点进行贷款，有些

偿债能力差，不少贷款没有好的

现金流支持，甚至没有抵押，这

对地方银行形成压力。

政府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要交给市场，减少行政干预和审批。今

后，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提高治理效率，应该在公共服务、市场监

管、宏观调控、环保等方面做好引导和服务工作，更高级的管理是提供

制度、标准和公平正义，要通过经济、法律手段，为市场公平有序竞争

创造良好环境，以保证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本报记者 罗 兰整理）

既管乱干预又防不到位

【原文】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解读】：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
宏观调控的改革首先在于界定

清楚调控的界限在哪儿。我们过去

宏观调控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完整的

机制，像一个大篮子一样把什么都

装进去。这次三中全会给出了非常

清楚的框架，说明了宏观调控都包

括哪些方面，有了一个明确的边

界。第二，此次宏观调控的手段也

进行了专门的说明，不再像以往的

宏观调控，不管土地、环保，什么

有用都拿来用，现在说得很清楚，

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

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

我认为，宏观调控在过去有时不能发挥好作用的原因就是协调性不

是特别好，我们只有把调控目标的制定和政策手段的运用都保证在机制

化的前提下，宏观调控才有可能真的实现。以德国为例，他们有稳定经

济增长法，对于“政府的手什么时候能伸出去”这个问题有个很清楚的

框架和指标，只有在失业率达到什么水平、通货膨胀的威胁达到一个什

么水平的时候，才能搞宏观调控政策，否则的话伸手就是违法的。

未来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哪些政策属于应该用法律确定下来的，哪

些属于应该向市场说明的，都应该逐渐透明起来，使得市场也对宏观调

控有了前瞻性，这样双方互动才能稳定，避免市场出现因为盲目猜测而

出现的非理性行为。 （本报记者 宦 佳整理）

宏观调控有了明确边界

【原文】

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
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解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褚松燕：
《决定》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社会事业

改革创新两个方面专门谈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

题，体现了政府履行职能角度和社会治理角度的不

同侧重点。目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

调整期，十八大以来，一个清晰的信号连续传递出

来，这就是要形成一种政府与社会在功能明确的基

础上协作共治的治理局面。

既有的组织形态包括政府部门、企业、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因此，三中全会对于政府与社

会关系的调整，一是强调政府对于事务性管理、

公共服务和适合由社会组织解决的事项，通过合

同、委托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二是强调将事业单位改革放到政府与社会关系调整

的格局中，有条件的事业单位按其属性和目标分别转为企业和社会组织，事实上是通过

组织形态的选择来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功能，切断事业单位作为政府权力延伸

的触角所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三是强调政府作为制度的提供者，通过政策杠杆来调节和

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如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拟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的社会组织无

需业务主管单位而直接依法申请登记等。 （本报记者 赵鹏飞整理）

面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

【原文】

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
定政绩的偏向。

【解读】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孙晓莉：
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要

“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

的偏向”，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对科学发

展观的继承和创新。政绩考核评价

体系就是指挥棒，直接影响一般公

务员和领导干部的工作倾向和行为

选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意义。具体改革的可能方向之一如

更科学合理地设定综合经济发展指

标。反对唯 !"#，并不是完全否定

!"#。综合经济发展指标可以以人

均作为主要测评依据，如人均 !"#

及增长率、人均财政收入及增长率、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指标。绿色 !"#、民生状况等社会发展指标，能够更科学地反映经济

增长过程中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情况以及群众生活质量的状况。但目前还

缺乏相对合理的核算方法，各地虽然有不少探索，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

很大，可以由有关部门牵头组织专家组，尽快将这些指标量化细化，尽

早地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本报记者 宦 佳整理）

纠正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原文】

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
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解读】：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在机构改革和编制控制上进

行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有不足。一

是表面形式多而实际行动较少。二是各级地方党政机关

中的领导职数配备存在严重的“官多员少，十羊九牧”现

象。这种机构林立和领导职数泛滥的状况，对于市场经济和

社会权利来说是一种“官灾”，首先是导致人浮于事和没事

生事。其次是增加了公共财政的支出负担。再次是机构和领

导人员膨胀，增加决策与执行成本。

当前，中央明确在机构编制上关键抓两点，一个是严

格控制机构数量；另一个是控制领导职数配置。今后，一

是应加强内部调节，突出关键岗位的人员配置。目前岗位

总量不少，需要人手的地方应多配置，使人员编制更多地

向关键岗位倾斜，向基层政府、一线服务窗口倾斜，向更

加务实的、公共服务等部门倾斜。二是要让编制配置打破党政系统和部门的界限，打破政府

层级的界限，促进人员合理流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三是提高编制管理的法制化程度，尽

快将地方政府机构规范有关法律提上议事日程。这样以来，被社会普遍诟病的党政机构、公

共部门编制不合理的状况，以及领导职数失控的现象将得到有效遏制和改观。

（本报记者 赵鹏飞整理）

整治官多员少十羊九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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