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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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体制内阻力”张利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1978年
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进了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
恢复并发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功能，重新划分了执政党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的职能和分工，初步
建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逐步健全了以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为核心的三大诉讼法律体系；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了若干次机构改革，国务院正在推进“法治
政府”建设。
然而，从目前的状况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展比较缓慢，法治建设遇到重重阻力。
而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体制内的一些干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抵制”心理行为。
“体制内阻力”的表现（1）“官场潜规则”。
一些掌握实权的党政领导干部在大会讲话及各种公开场合大讲官话、大话和套话，但在实际工作中却
奉行各自心照不宣的官场“潜规则”：办事得花钱，办不了的退钱；多开会造声势；报喜不报忧；出
了问题内部消化，违规的事集体拍板；棘手的事就拖；捂不住了丢卒保帅；宁可用庸才；运动来了要
重视，风头过了没啥事。
“办事得花钱”在一些领导干部那里贯彻得淋漓尽致。
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胡星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巨额贿赂4000多万元人民币。
1995～2006年，胡星利用担任昆明市建委主任、规划局局长、分管城建副市长等职务之便，在城市规
划、房地产开发及市政建设中，通过打招呼、出面协调等方式，先后多次收受贿赂现金及房产价值超
过1000万元。
一些人利用各种手段获取政治权力后，便把手中的权力当成换取钱财和实惠的手段，罗织关系网，任
人唯亲，大搞权钱交易。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官场潜规则”日益风行。
（2）“暗箱操作”。
“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是近年来流行的一句话。
“电子政务”在各地普遍开展，有些市县政府采取了“网上办公”的做法。
但是，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网站只“报喜不报忧”，仅宣传自己的政绩，不公开政府部门的实际运作
程序。
更有甚者虚报数字，杜撰政绩。
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在任期间，通过房地产开发把GDP数字拉抬起来，大造“政绩工程”，宣传造
势。
在城建项目中，他暗箱操作，违法批租土地，收受巨额贿赂。
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单独或伙同他人通过“暗箱操作”给承包商工程项目，
非法收受他人钱款折合人民币677万余元。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暗箱操作”给权力腐败留下了空间，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由单一犯罪向有组织形式的犯罪发展，
出现大量窝案和串案。
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的“三级连环腐败案”
，共牵涉领导干部260多人，其中省级干部7人、厅局级干部30余人。
其中，仅绥化市就被牵涉进去50多位党政“一把手”。
而以阜阳市为代表的安徽省皖北地区所发生的“政治大地震”，共有18位县委书记落马，还挖出了安
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原副省长王怀忠和阜阳市前后两任市长肖作新、李和中等一大批高官。
（3）“人治”作风。
一些领导干部在公开场合大讲“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实际上却不读法、不解法、不执法，有
些领导干部甚至屡屡触犯法律。
兰州铁路局原总会计师（副局级）张宁利用职务之便，与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公司等机构的相关人
员勾结起来，挪用巨额公款投入证券市场，用于国债回购、购买股票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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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004.年12月31日，兰州铁路局共投入股市92.3亿元资金，未收回资金62.45亿元，其中银行贷
款42.5亿元。
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把法律看做当官的制裁老百姓的工具，把程序视为牟取私利的工具。
在他们心里，“领导的看法是最大的法”，“第一把手绝对真理”。
领导的意旨既可以替代程序，又可以取消程序。
一些担任副手的领导干部为了跟“一把手”搞好关系，采取“开会早到面带微笑，少做发言多听汇报
，领导讲话反复强调，人事财政切勿干扰”的处事方式。
副手和下属看“一把手”的眼色行事，助长了“一把手”的“人治”作风。
“体制内阻力”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是利益驱动，信仰缺失。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是在体制外开始的，在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
、对外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农村土地承包制、乡镇企业、城市个体私营企业以及城乡农贸市场迅速生
发，悄然打开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门。
这些体制外的变革既给利益相关者带来了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给那些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党政
领导干部带来了利益和实惠。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铺开，引进外资，国企改制，企业股份化，扩大对外贸易，加
入WTO，金融体制改革。
除了下岗工人、失业和无业者外，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获得了程度不同的利益，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一些掌握实权的党政领导干部则在大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大搞“权力寻租”，从而获取暴利。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人民民主和法制观念，需要主权在民、为人民服务观念，需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价值观支撑。
而那些丧失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丧失了人民民主和法制观念的领导干部却用“官场潜规则”
抵消正规则，用“关系网”阻碍“法治网”、用人治抵制法治、用“为民做主”代替人民民主就实属
必然了。
其次是领导干部的体制内监督弱化。
我国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后，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的方式选拔公务员，收到了良好效果。
一大批有学历、有专业、有知识的年轻人进入了公务员系统。
然而，我国现行党政干部的考核与晋升体制存在缺陷，成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
党政干部管理体制的主要缺陷是没有建立由人民代表机关、纪检监察机构和同级与下级的考核监督机
制。
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李铁成犯罪后在监狱中吐露了其“卖官过程”：“通常
情况下，每次调整干部时，组织部都要先把符合条件的人进行考核，然后把被考核的人员名单和结果
交给主管干部的副书记。
这个过程，我们叫‘端盘子’。
副书记审核后，再把这个‘盘子’端给我，我认可后，再‘端’到常委会上去讨论，这就是正常程序
。
在这方面我绝对是按规矩办的，无论选谁用谁，我都是要走这个程序的。
但在每次干部考核之前，我会召开书记办公会，先在会上定出个‘调子’。
比如想把给我送礼的某个人从县里派下去提拔，或想让急于回城而给我送礼的某个乡镇干部回城，我
就以他们的自身条件如年龄、工龄、学历、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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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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