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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9 日 至 12 日 ，
为期 4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提
出了全面深改的“时间表”：到
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
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

中国改革既要顶层设计，也
鼓励不同区域差别化探索。在中
央深改小组会议中，“试点”是
高频词汇。据本报统计，27次会
议上通过的以“试点”为名的方
案或意见，至少 32 份，跨度涵
盖巡回法庭、公立医院改革、公
益诉讼等诸多领域。

如何选择“试点”，“试点”
如何推进？

2015 年 6 月 5 日召开的中央
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明确给出答
案：对矛盾问题多、攻坚难度大的
改革试点要科学组织；根据改革
需要和试点条件，灵活设置试点
范围和试点层级；试点要同中央
确定的大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
来；鼓励地方和基层在关系群众
切身利益的方面积极探索；等等。

最典型的“试点”加“推广”，
莫过于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

国内的自贸试验区改革，始
于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
挂牌运行。2014 年 10 月 27 日，
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
经验的推广意见》。习近平在会
上指出，“对试验取得的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能在其他地区推
广的要尽快推广，能在全国推广
的要推广到全国。”

2014 年 12 月，在上海自贸
区运行一年三个月之后，国务院
常务会议召开，决定推广上海自
贸区试点经验，设立广东、天
津、福建三个自贸试验区，自贸
区改革由上海一枝独秀进入到四
方竞合的局面。

2015年11月9日，中央深改
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

干意见》。同年 12月，国务院印
发文件提出“要进一步优化自由
贸易区建设布局和加快建设高水
平自由贸易区”。

9 个月后，今年 8 月 31 日，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党中
央、国务院决定，在辽宁省、浙
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
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 7个
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建设进
入了试点探索的新航程。

改革措施推广之后，如何使
其落地生根？“目标任务要抓
实，精准落地要抓实，探索创新
要抓实，跟踪问效要抓实，机制
保障要抓实。”今年 6 月 27 日，
中央深改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如
此强调。

8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
称“中央深改小组”）召开会议。

这是自2013年12月30日成立以来，32个月内，
中央深改小组召开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指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快3年了”，“突破了一

些过去认为不可能突破的关口，也解决了一些多年来
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近3年来，中国突破了哪些“关口”？怎样解决
“问题”？透过中央深改小组27次会议，可以找到部分
答案。

透视中央深改小组27次会议
陈振凯 雷龚鸣

当下中国处在何种历史方位
上？

很多人喜欢借用毛泽东同志
“中国向何处去”的经典一问来比
对当下、追寻未来。其实，今日中
国的未来定向早已勘定，那就是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目
标。关于当下中国的历史方位，我
们不妨称之为“破茧中国”。

“破茧中国”的复杂性要远远
超过“破茧成蝶”的自然进化。人
类的历史表明，在历史质变的时
刻，一切力量都会穷其能力以图主
导历史的演进方向。一个把人民立
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的执政党，如
何在这个历史性关口摆脱一切落后
与局部利益的介入，从而为人民交
出历史“新长征”的合格答卷，考
验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高
度的政治自觉主动调整中国的治理
体系，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统筹历史关口的改革发展事
业，为“破茧中国”注入了强大的
孵化力量。

“破茧中国”客观上需要执政
党强有力的政治统筹，以实现改革
举措的系统集成，为中国质变塑
形。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条渐进发
展的道路，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
的历史过程。今天，我们已经有了
充分的量的累积，走到了渐进式道
路的“收口”阶段。“收口”阶段

的基本表现就是定型，我们的道
路、制度甚至是行为习惯都有趋于
定型的内在要求。于其时，中国共
产党就要发挥最大程度的主观能动
性，淘汰落后与陈旧，引领先进与
新生，为中国“塑形”。道路收
口、制度定型、民族塑形，客观上
要求中国的治理体系前所未有地强
化其政治统筹。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的治理体制，正是时代发展与
中国进程的注脚。

“破茧中国”客观上需要执政
党肩负强有力的历史担当，不仅为
中国也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
提供“中国方案”。在人类的历史
上，一个巨型大国的复兴从来都是
通过对人类的贡献来实现的。中国
治理注定了其应有的世界历史意
义。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运行
32 个月以来，围绕着“改什么、
怎么改”这个中国与世界治理的核
心问题，召开了 27 次会议，审议
及审议通过了162个文件，为中国
发展提供了明确的路线图、时间
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
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
的建设制度的改革正在集束为完整
的“中国方案”，也日益为全球治
理提供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深
改
组
：

﹃
破
茧
中
国
﹄
的
孵
化
器

李

冉

深
改
组
：

﹃
破
茧
中
国
﹄
的
孵
化
器

李

冉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
看来，历经 30 余年改革，剩下
的都是“硬骨头”。“怎样冲破既
得 利 益 阶 层 的 阻 力 ， 这 是 关
键。”许耀桐表示。

如何啃下“硬骨头”？一靠
“改什么”，二靠“怎么改”。

先看“改什么”，即具体的
改革方案。

据本报统计，近 3 年，中央
深改小组已审议及审议通过 160
余份规则、方案、意见等重要文
件，从覆盖面看，堪称“全面”。

这些文件中，有的是具有顶
层设计性质的改革总体方案；有
的是涉及多部门、跨不同领域，
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口；还有的
是具有积极探路性质的改革试
点。而文件涉及的领域，既涵盖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
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
党的建设制度等基础性问题，也
包含户籍制度、考试招生制度、
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等具体的社会热点。

以推进依法治国为例，据本
报统计，这个深化改革的“重头

戏”，在前 19次会议中相关议题
讨论多达 1/4，在既有 27 次会议
中，讨论多达 15 次，出台了包
括完善法律援助、立案登记制、
公益诉讼等一系列重磅改革。

具体的时代命题并非一成不
变。2014 年 6 月 6 日，中央深改
小组第三次会议提出，“有利于
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
生的改革举措往前排”。此后，
小组会议还曾强调，“老百姓关
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
住什么、推进什么”。

有关文件甫一通过，相应措
施和督促就紧跟出台，是改革向
纵深推进的一大特点。比如民生
领域的公立医院改革。2015 年 4
月 1 日，中央深改小组第十一次
会议通过《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4个月
后，当年 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宣
布，下半年有两大改革任务要完
成，一是 10月底前在全国全面推

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二是
12月底前在 100个试点城市全面
推开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再看“怎么改”，即“改革
方法论”。

针对改革“方法论”，中央
深改小组历次会议均有阐述。

如，要辩证看待“深改”。会
议 多 次 谈 到“ 既 要 ”、“ 也（又）
要”。2014 年 6 月 6 日，中央深改
小组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

“推进改革既要管宏观，也要统筹
好中观、微观”；2015年1月30日，
中央深改小组第九次会议强调，

“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取势，又要
取实”、“有效调动中央和地方两
个积极性”；2015 年 2 月 27 日，中
央深改小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
平强调“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
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

‘中梗阻’，防止不作为”。
如，要“狠抓落实”。2014

年 6 月 6 日，中央深改小组第三

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目标是
否坚定，决定改革的成败；落实
能否到位，决定蓝图的实现”；
2014年9月29日，中央深改小组
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改
革推进到哪里、督察就跟进到哪
里”；2016 年 1 月 11 日，中央深
改小组第二十次会议指出，“权
力运行到哪里，公开和监督就延
伸到哪里”；2016 年 7 月 22 日，
中央深改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
上，习近平强调“既要督任务、
督进度、督成效，也要察认识、
察责任、察作风”。

再如，领导干部要有“改革
思维”。中央深改小组第十一、
十二、十四次会议，曾多次关注

“改革思维”话题，谈及领导干
部要“自觉运用改革思维谋划和
推动工作，不断提高领导、谋
划、推动、落实改革的能力和水
平”；“改革推进到哪一步，思想
政治工作就要跟进到哪一步”；

“ 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
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
重担”；领导干部要“既当改革
的促进派，又当改革的实干家”。

2013 年 11 月 12 日，十八届
三中全会闭幕，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1 个半月后，同年 12 月
30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会议
召开，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
该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
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
实”。

除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任
组长外，另外 3位中央政治局常
委——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
分任副组长，4 人构成中央深改

小组最高指挥决策层。
与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域匹

配，中央深改小组下设经济体制
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
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
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六个专项小
组，“统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
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
问题”。

2014年1月22日，小组召开
首次会议，全面深改由此“开
局”。两年之后，在今年 1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二十次会议上，习近
平总结道：“全面深化改革头 3
年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 3
年。”

从时间轴看，2014年是全面
深化改革元年，中央深改小组召
开会议 8次，审议及通过文件 37

个；2015年是全面深改的关键之
年，召开会议 11 次，审议及通
过文件 65 个；而到了今年“施
工高峰期”，前 8 个月召开深改
小组会议 8次，审议及通过文件
60个。

32 个月来，接近“每月一
次”的召开频率渐成“惯例”，
每次会议议题的平均数也明显增
长。根据统计，2014年，单次会
议平均审议通过文件 4—5 项，
2015 年增加到 5—6 项，而刚落
幕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文件14项，创历史新高。

从形式看，历次会议要素主
要包括：组长习近平主持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副组长、小组成
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审议通过
各项文件。无论重要讲话还是会
议文件，都与改革时段密切结
合，有规律可循。

以 2014 年为例。2014 年初，
在首次和第二次中央深改小组会
议上，习近平分别强调“一年之计
在于春”，“起跑决定后程”；2014
年年中，在第四次会议上，习近平
强调要“为今后几年改革开好
头”；当年底，在第八次会议上，习
近平总结展望道，“明年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要巩固改
革良好势头，再接再厉、趁热打
铁、乘势而上”。

盘点全面深改开局之年，审
议通过的各项会议文件，同样可
以发现“年初规划、全年督促、
年底总结”的规律。

2014年1月22日，中央深改
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央
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
案》，将改革任务分解为 336 项

重要举措；2014年2月28日，中
央深改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014 年工作要点》，明确了 2014
年改革的任务和重点。

秋天，2014年8月18日，中央
深改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上半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进展情况的报告》、《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

（2014—2020年）》，总结现有深改
成果，并为未来 7 年全面深化改

革绘制了完整系统的“施工图”。
年底，2014 年 12 月 30 日，中

央深改小组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4 年全面深化改革工
作的总结报告》、《中央全面深化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2015 年 工 作 要
点》等，并指出，2014 年确定的 80
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此外
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 108 个改
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成果。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
为，中央深改小组的成立更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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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图：潘旭涛

落地生根：
顶层设计与试点推广结合

管理方法：
年初规划，年底总结，全年督促

工作重点：
“方案”与“方法论”并重

三年脉络：
夯基垒台，立柱架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