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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以探讨、宣讲中国改革红利问题为主题，约请了多位顶级专家学者就如何
通过重点领域的改革来释放改革红利这个主题谈设想、提建议，与读者一起共话改革。
专家学者的探讨从十八大后改革整体走势开始入手，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
生态文明机制的改革发展分别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对国有企业、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收入分
配体制、城镇化与三农问题等对中国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领域的改革发展给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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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发展走势 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 发展优势和“红利”的创造 中国改革再
出发 中国的复兴之路：经验、挑战与未来的展望 加快五位一体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
府与 市场的关系 政治体制改革五议 文化强国与文化生产力 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 建设生态文
明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新阶段改革战略与“五环式” 改革运作 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解决好城镇化进程
中的 “三农”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仍需攻坚克难 加快建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体制机制 逐步实现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加快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走向 共同富裕 以改革红利
释放消费潜力 在开放中实现改革与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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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是市场不足呢？
还是市场失灵呢？
主要还是市场不足，改革不到位。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摆正。
主要表现在：一是“越位”。
政府管了不少本来应由市场或企业管的事情，本来应该当“裁判员”的，结果当了“运动员”。
二是“缺位”。
政府主要应发挥服务功能，搞好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
因为服务没有什么权，也没有什么利，所以政府往往不愿意干。
政府愿意干审批，因为有权也有利。
三是“错位”。
扩大就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理应是政府的职责，但有的政府部门却分片包干企业，直接管理企业
的下岗分流，至于投资主体错位的现象也不少。
 出路是什么？
出路就是“让位”。
市场和企业能做而且政府不容易做好的事，政府应该让位于市场。
总之，要牢固树立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的理念，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树
立“非禁即入”的理念，即凡是法律不禁止、大家都可以干的理念。
有了这样的理念，政府就容易转变职能，百姓就会有更大更多的创新空间。
虽然部分审批还有必要，但大量的审批应撤除，让市场去调整，让群众去创业。
而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不能有随意性，要成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2.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投资体制改革，消除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增强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
能。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转
变，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
的主体。
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主要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
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真正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
发展。
 转变政府职能还要求正确处理好集中与分散决策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然被认识，但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
深远。
科学决策和执行存在多种约束条件，如信息对称与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决策目标是多重还是
“单一”的，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等等。
不解决约束条件问题，很可能大事办不成，负面影响不小。
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分散决策。
政府若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就难于根据走向市场经济的实际进程切实转变职能，反而会把不适
当的决策“强加”给市场，甚至代替市场选择。
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要充分认识转轨时期政府的特殊性。
政府与市场必须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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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转轨国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职能。
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
对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更需要论证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必需但未来是要“退出”的
？
哪些干预无论现阶段还是未来都要“退出”？
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和未来都是必需的？
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释和处理好经济转轨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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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集合专家学者深厚的智识为决策层提供改革建言，以深入浅出的叙述为广
大干部群众凝聚改革共识提供一份生动的参考文本，是直击中国改革焦点和前途的箴言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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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对旧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替代，毫无疑问，都是
依靠人们的努力而出现的。
历史上找不到“天上掉下红利”的例子，现实生活中更没有“天下掉下红利”的好事。
古今中外，所有的红利都来自创造。
 ——厉以宁 如果不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发展将无法持续，社会稳定将会遇到空前严峻的
挑战。
能否实现改革再出发，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快制定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
。
 ——吴敬琏 只要了解如何根据本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型方面的
后发优势，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机会加速经济增长，中国也有可能实现十八大所提出的宏伟目标
。
 ——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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