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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

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

!二!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

障和改善民生。

张春晓 （国务院国资委专家组成
员!：随着市场经济内涵的丰富，国有企

业的国有资本收入上缴比例会逐渐提高。
这次决议中提到的百分之三十的比例是
一个约束性的措施，如果市场完善，国
有企业效率高，配置好，那么就可能会
超过这个指标，反之可能达不到。我们
关注的重点不是这个指标，而是完善市
场经济，优化配置，提高国有企业的运
行效率，为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搭建平台。

信访网上受理了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

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
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这其中最大的亮点就
是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信访制度的改革畅通了人民群众表
达诉求的渠道，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与之前中纪委建立网上
举报制度的举措一样，运用信息化的手段建立了新的机制，使
人民群众在表达诉求问题上得到了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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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可直接管县了
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

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

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

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首先要
明确省市县政府职能和职责，省级政府应该把大量的
行政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同时也要强化对权力的有
效监督。其次，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有些税种的划分
和税收分成比例，应向县域倾斜，加强县级政府财政
保障能力，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上级政府“权大责
小”、下级政府“权小责大”以及事权财权不匹配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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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要住官邸了
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

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

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

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

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

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现实来讲，
很多官员在任期间的住房由当地政府提供，但
随着他在不同地区任职，在各个地区都有住
房，出现了一名官员占有多套住房的现象。另
外，官员的住房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其中
容易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官员从国家手中以低
价买入房产，当市场价格上涨后再卖出，其收
益就成为个人资产。在这样的现实下，官邸制
可以作为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和预防住房腐败的
一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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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裁撤冗员了
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

李杰（海军军事学术所研究员）：新的举措将改变我军目前“头大、臃肿、反应慢”的不良特点。目前军内一些不良现象包括，机关和非作战人员比例大，高级干部多，作战人员少；后勤保障人员服务人员相对多，一线作战部队人员相对少。这些都不利于队伍形成战斗力。优化军队规模机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良现象，官兵比例合理发展，提高战斗力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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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负债编表了
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

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

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

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

享。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地方政府有很多的支出需求，
不能正常发债的话，就可能会走不
正规的融资路，不过允许地方政府
发债后，需要建立透明的地方政府
债务资产管理的体制，应该有制度
的安排，才能作为举债的主体，在
市场上正常的进入和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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