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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经济体陷入全面衰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保持相对强劲的增
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来源。
2009年10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先于欧
美等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实现复苏。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比如，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和内需不足的矛盾，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在后危机时代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新兴经济，对全球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矛盾进一步突显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应当说是长期
而深刻的。
它不仅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了冲击，更重要的是它充分暴露出了我国发展方式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
。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　　我们喊了许多年的垄断行业改革，过去
几年也有一定的进展，但一些行业在应对危机中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趋势，民营经济发展受到更
大的冲击。
再比如，高能耗经济和高碳经济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体制基础，就是资源要素的行政控制和价格扭曲
。
　　（二）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　　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
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
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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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提供全面、实用的国内外政治
、经济资讯，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探讨改革过程中隐藏或者可能爆发的种种重大问题。
    《改革要情参阅》关注改革热点与难点，汇集各阶层对改革的诉求，借鉴海外启示，梳理改革经验
，探讨改革路径，讲真话、切时弊、出对策、为各级决策者和产官学媒搭建起信息交流以及探索和推
动改革的平台。
　　《改革要情参阅》以中央权威研究机构和宏观决策部门的一流专家学者、高级智囊和政府官员为
作者群，这也是决定了其内容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广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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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时代呼唤民主政治发展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北京奥运成功落幕后，
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继续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这种关注不仅说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更表明中国未来发展中确实面临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和困
难。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了30年的高增长，将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与世界经济
发展战略机遇擦肩而过的机会重新补回。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廉价劳动力等多种“红利’：的完结，有人断言中国持续8年的“高增长
、低通胀”.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经济整体进入高成本时代。
与之伴随的是，靠经济快速发展掩盖政治、社会问题的局面也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党和政府面临巨大
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何通过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创新的力度，完善宪政
体制，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
　　思想解放是把劈山斧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之初那场思想解放带给人们的精神激荡，
以及随之而来社会进发出对政治变革的无限热情；计划经济体制是如何被凌厉的市场化改革一步一步
逼到它的起始点，最终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中国如何从“闭关锁国”艰难地走向世界，撩开它神
秘的“面纱”。
　　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思想解放的理念一直在深深地影响和伴随着改革的步伐。
真正坚持思想解放，“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我们的事业就会快速健康地发展，反之可能就是裹足
不前，甚至是反复和倒退。
在这个艰难选择的过程中，我们至少经历过两次大的思想解放：1978年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1992
年的邓小平南巡谈话。
　　1978年的思想解放，我们果断地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坚持改革开放不回头，把中国
带人一个崭新的时代。
1992年的思想解放，奠定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基础。
　　如果没有邓小平在改革发展重要关头的这些重要思想，中国会不会选择市场经济，改革发展会不
会有今天的结果，也许都要划上问号。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改革发展似乎进入一个战略转折期，改革的重点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以“十一五规划”提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的判断
为信号，标志着以政府自身改革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将要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
尽管十七大对此已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08年国务院也已启动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但在我看来，
要在新的条件下推动这场政府的“自我革命”，没有新的思想解放是难有实质陛进展的。
　　事实令人兴奋，十七大以来中国似乎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
但这场思想解放的方向在哪里，无疑是关键所在。
笔者以为，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的思想解放，大概不会简单地定格在经济层面，市场经济在中国只
是完善的问题，不存在被颠覆的可能。
中国真正受到内外挤压的，主要还是行政层面和政治层面。
以经济体制为主轴的改革，已遇到诸多政治和行政的制约，如果不从此突破，经济层面的问题难以解
决，政治层面的压力也将与日俱增。
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次思想解放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未来中国产生影响，取决于我们在政治和行政方面
的作为。
如今，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释放出种种信息，如未来几年市长、局长都要
差额选举产生，人大代表要实行直接选举等，都值得高度期待。
　　实际上，十七大时中央释放的信号就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应该说这些重要的目标和思路，如果离开具体的示范、操作，也许就会失去其本来具备的意义。
而行政的实质性变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是很难单打独斗取得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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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体制创新与基点　　毋庸置疑，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如今的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在充分肯定中国发展结构整体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这个发展结构中存在的潜在性问题
。
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政治发展的内在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滞后，或发展结构整体上表现出的某些不平衡性，并不一定都以
政治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
许多问题往往是以政治层面的“权力运作”开始，而以经济层面“攫取利益”的结果告终。
从社会深层原因分析，这是与中国市场经济本身的人为嫁接性有直接的联系。
中国缺乏市场经济的自然历史过程，商品经济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在许多领域
至今仍很严重。
这样的背景必然会给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致使疯狂、贪婪、无序等现
象出现。
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权力资本的扩张和寻租活动的猖獗几乎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毒瘤；上学难、
看病难、住房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突现；社会秩序恶化、犯罪率上升、制假贩假难以杜绝，人们生
活缺乏安全感；政府行为扭曲，公共权力私利化的问题愈加突出，对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蔓延采取
的措施，至今收效甚微；出现建国以来少有的严重司法腐败和吏治腐败，贪赃枉法、买官卖官现象绝
非鲜见。
　　现在人们都在谈论创新。
但如果我们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在所有的创新活动中，体制创新似乎更带有根本性。
中国“发展结构”的不平衡，尽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首先还是体制创新方面的不平衡。
对改革开放的过程稍许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改革很大程度上也首先是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过程。
　　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和取得的成就相比，中国政治层面的体制创新则显得不尽如人意。
虽然我们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特别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政治体制的革新提出过一系列极其
重要的思想，随后也出台了一些具体改革政策，并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总体来讲，政治改革似乎还不能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创新的要求，在某些方面甚至制约了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影响其进一步的创新。
　　就政治发展内在的冲突而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政治结构分化不充分，以及由此导致权
力结构中的制衡体制难以有效建立；权力制衡的缺位，在某种意义上又助长了权力行使非理性的扩张
，从而动摇了权力合法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另外，政治参与渠道、参与途径的短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挫伤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增
加了政治不稳定的因素。
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政治层面的体制创新，最根本的方面是要解决政治结构的科学分化以及与此相联
系的制度的重新安排问题。
这绝不意味着要改变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是要在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下，思考如何使政治结构的配
置更加合理、有效。
　　那么，要在政治体制创新中建立抑制腐败的权力制衡体制，就必须对我国现行的权力结构进行较
大幅度的调整和重新配置，真正确立起一套新的执政党、人大、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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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
党亡国。
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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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革要情参阅（第2辑）》重大政策出台的台前幕后，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干部考察中的失真问题；　　公车改革为何雷声大、雨点小；　　被行政系统吞没的检察权；　
　“许霆案”能否担当法治教化的“活化石”；　　中国银行业的风险评估；　　乡土中国到底要什
么样的现代化；　　医改的终极目标和成功标志；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何去何从；　　“经济适用
房”制度如何被异化；　　政府对建廉租房“叶公好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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