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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达30次。
这是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及“改革”的

次数。
我们现在纪念的邓公，当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

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葬送”。这句话，今天依然有效。
改革，是中国的宿命，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2014年乃至未来多年的最大关键词。

改革，也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念兹在兹的课题。
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今年已开了4次会。现在，跟不上小

组的思路，就OUT（英文，落伍之意） 了。
小组的思路中，有改革的逻辑。首先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循序渐进。4次会上，改革的

人事准备、行事规则、工作要点、方案意见，有的确定，有的审议通过，有的已经审议，
剩下就看落实。其次是责任明确。如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014年工作要点》，明确了今年改革的任务和重点。习近平强调，要把工作要点确定的任务
逐项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时间进度。

小组的思路中，有改革的重点。无论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司法体系改革，
还是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无一不是改革的重
点，改革就要拿硬骨头开刀练手。时代演进，舆论格局发生变化，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体融合发展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改革重点。

小组的思路中，有改革的规则。“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
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小组第二次会上，习近平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

据。对重大改革尤其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决策，
要建立社会稳定评估机制。具体到某项改革，如推动传统媒
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习近平强调，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

小组的思路中，有改革的紧迫感。8个月4次开会，每次会
议都有多个重大议题，这种频度的背后，是改革的紧迫感。

会议一开，方案一出，往往会生出各种讨论，这时还
需要改革的定力。正如习近平所说，社会上

很多意见和建议值得我们深思，但也有些
意见和建议偏于极端。我们要洞若观
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方向。

中国各地，各种领域的全面深化改
革如火如荼。纷繁复杂之中，读懂中国
的全面深化改革，一个比较理想的切入

口是观察小组的会议。
当然，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小组开

了会，制定了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小组的思路，只有转化为改革现实世界的强大力
量，才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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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改革，中央的改革“时间感”很
强，改革部署不断加快节奏推进。

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两个月后的
2014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首次召
开会议。在这一“顶配”小组的首次会议上，
工作规则、下设6个专项小组、改革措施落实分
工方案等制度建构框架被确定。

过了1个月，2014年2月底，中央深改小组
第二次会议召开。会上，习近平开门见山地强
调，“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
任务还有 7年时间”，“起跑决定后程”。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溢于言表。

这次会议上，在通过了 2014 年中央深改组
的工作要点之后，就开始审议和讨论具体改革
议题：从经济体制到生态文明体制，从文化体
制到司法和社会体制，在此次会上都有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以问题为导
向”的“倒逼改革”思维体现得非常明显。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各项改革任务都能坚持
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立足
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努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中央深改小组的第三次会议，和上一次相
隔4个月。这次会议，特色在于议题的重大。讨
论的三个改革领域，都是具备全局性、基础
性、同时又非常“难啃”的改革“硬骨头”：
财税体制、户籍制度和司法体制。其中，
司法改革不仅有总体方案，还选择了上海
作为试点。这与 30 多年来，中国顶层设
计与试点试验相结合的改革逻辑一脉相

承。
时间又过了两个月，中央深改小组第四次

会议召开。如果说上一次会议的特色在于命题
重大，此次会议的特色就在于指向性的明显
——议题直指社会公平公正和时代发展。

无论是央企高管的薪酬制度改革，还是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都事关目前社会呼声强烈的
社会公平问题。前者事关收入分配与作风建
设，后者则关系机会平等。而“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议题不仅事关媒体，更关
系到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如何做好意识形
态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第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一份“七年规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 （2014－2020年）》。至
此，中央深改小组的全面改革路线图已经绘就。

10 个月的时间，中央深改小组从设立到召
开四次会议，从制度设计到推出整体改革纲
要，在“紧锣密鼓”的同时，改革同样“蹄疾
步稳”。

大刀阔斧

改革的时间感很强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一个工程学术语“顶层设计”，成
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政治名词。

“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
需求，以及我们想把中国建设成什么样子的期望，
涉及到的是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制度。”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褚松燕表示。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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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位被明
确解读为中国在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

如今，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先后召开四次会议，
在这 4次会议中审议的文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央
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招生制度改革、媒体融合发展等措
施，在有关专家看来，都是顶层设计的一部分。

每次会议所制定的方案，都足以影响相关领域至少
数年。其中，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 年）》，对未来 7 年
的改革实施工作进行了整体安排，被习近平概括为“指导
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总施工图和总台账”。

事实上，细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方
案，中国各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意味明显。据统计，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列
出的60项改革任务，已经启动的有39项，包括户籍制度、
司法权力运行等多项重要改革。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
划》、《2014-2018年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人民法
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关于推动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文件名寥寥数语，影响的是
中国的5年、7年甚至更久。

顶层设计的思维不只停留在中央层面，也有效复制

到
了 各 地 。 以 改
革的“硬骨头”之一
国资国企改革为例，
上海率先公布了《关
于进一步深化上海
国资改革促进企业
发展的意见》，北京、
广东、青海等多地，也
都针对当地情况，有的放
矢地推出了方案。例如，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为
30%后，天津定为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

顶层设计并不意味着改革可以一劳永逸，中国改革
“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同样宝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认为，十八届
三中全会已经把方向明确了，但具体怎么做，则需要从实
践中先干起来。

“改革的方案都要着眼于未来，但未来有什么情况不
确定，所以只要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就应该鼓励去做。”
许保利表示。

顶层设计

改革需要总施工图
顶层设计

改革需要总施工图

尽管今年以来，有关改革的决议高密度出台，但在专
家看来，这些改革措施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相互
间有配合、有衔接，也有着周密的计划与安排。

忙而不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特点。
以最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关于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例，尽管
其出台时间出乎不少观察者的预期，但此前早有诸多调
研与尝试。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
云山明确谈到这一话题；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刘奇葆为人民日报撰文，认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5月，刘奇葆听取新华社推进媒
体融合发展的汇报；6月，刘云山到人民日报社调研时，专

程前往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运营室和移动客户端运营室；
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也在今年先后上线客户
端，通过多种方式发力新媒体建设。

有序推进的特点，还体现于改革任务在时间轴上的
合理分布。

今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被视为验证中国改革决心
的关键年份，而改革的任务，早在之前一年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中就已确定。如今，2014年已过去2/3，中国改革有39项
启动，同样约占总任务的2/3。改革任务与时间恰好合拍。

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以来的4次会议，
也基本遵循了时间上的规律和任务上的先后顺序。第一
次会议建章立制，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年工作要点后，开
始进入具体领域改革任务的探讨。

事实上，中国改革本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问
题，不集中推出多领域改革措施就难以解决。

褚松燕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60项改革任务，
是一个系统工程，彼此间既有衔接，又有轻重缓急。从中
央已通过的方案来看，着重解决了发展、民生和平等的需
求。通常一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多项改革措施同时推进，
因此快节奏地推出改革方案是合理的。

以城乡差异的解决为例，这个长期形成的问题，既需
要户籍制度的改革消除不平等，也需要社保和医保的改
革促进公共福利的均等，还需要新型城镇化措施的推
动。而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就需要良好的发展环境，
所以简政放权、打击腐败等限制政府权力的措施，亦与经
济发展息息相关。

有序推进

改革注重节奏与衔接

“ 这 次 改
革，有一个非

常明显的特点，
就是敢于‘碰硬’，面

对的、研究的、解决的
都是真问题。”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中
央党校教授戴焰军如

是评价道。
戴焰军所言非虚。实

际上，无论是中央深改组的四次
会议，还是十八大以来的一些实际改革动作，都可以称得
上是在“解决真问题”。

8月19日，不动产登记局的“三定”方案正式公布，其
中一项职责引人关注——“牵头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管
理基础平台，指导不动产登记资料社会查询服务”。社会
一直呼声很高的房地产登记制度、以及可能涉及到的官
员贪腐和社会不公平问题，都可能随着这一机构的建立
而逐渐开始“破冰”。

7月16日，《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
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下
发。“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社会化，适度发放
公务交通补贴”的规定，标志着已经推行了20多年的公车
改革就此“提速”。

行胜于言。改革需要目标，更需要落实。

上海自贸区成立、上海司法改革试点方案开始推行、
行政审批制度下放、京津冀探索一体化、户籍制度改革方
案明确、军队开始腾退多占住房、“单独两孩”、废除劳教
制度……多项有实际动作的改革措施并举，更遑论影响
深远的“八项规定”——从党政机关到社会各界，对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这种改革的魄力
与勇气。

“我们常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现在要改的，可以
说都是难度非常大、甚至直接触及一部分人利益的问
题。但这些问题，恰恰也是与广大群众的经济生活各方
面密切相关、群众呼声很高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言，我们的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解决问题
的。因此，只要是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难
度再大，我们也要下决心进行改革。”戴焰军表示。

8月 22日，是邓小平诞辰 110周年纪念日。20日，习
近平在纪念座谈会上讲话时，对邓小平作出“信念坚定、
人民情怀、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战略思维、胸襟博大”六
点评价。而每一点评价，都对应当下的改革。

“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实际上就是为了表达继承邓小
平的思想，坚决推进改革的决心。我们在习近平的讲话中
也看到，无论是在改革中实事求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方
法论，还是‘改革是为人民谋福祉’，改革需要有魄力和勇气
去突破藩篱的说法，都是在谈改革。今天纪念邓小平，就是
为了在明确改革总体目标的同时，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地从
具体问题做起，保证改革部署的落实。”戴焰军说。

碰真问题

改革在深水区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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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
“全面深化

改 革 元 年 ”，
改革紧锣密鼓地

进行着。
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8个月
之内4次开会，每次几
个议题都令内外瞩目。
时隔30余年，“改革”一
词，再次成为唱响中国
的最大声音。

白驹过隙，时代
的命题已变，也催生
出 了 新 的 改 革 要
求。曾经许多问

题需要迂回解
决，如今需要

大 刀 阔
斧；曾

经
的“ 摸
着 石 头 过
河”，如今需要
配合高瞻远瞩的

“顶层设计”；同样
重要的是，改革需要
有序推进，改革需要
敢碰真问题。四大特
点，照耀全面深化改革。

“敢破敢立、敢闯
敢试，义无反顾把改
革 开 放 不 断 向 前 推
进。”8月20日，在纪
念改革开放的总设
计师邓小平同志诞
辰 110 周年座谈
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如是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