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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攻坚

政府工作报告68次提改革
温家宝：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

之

“抓”、“更大”、“新突破”、“加
快推进”！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四个关键词紧
密地与改革关联在一起，体现出中
央深入推进改革的决心。

今年适逢邓小平南巡讲话
20周年。一段时间以来，官方媒
体频频为改革“鼓与呼”引起外
界广泛关注。5日，温家宝向十一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 33

页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接
连出现了 68次，并辅之以“更大
决心推动”等措辞，彰显出本届
政府在最后一年任期面对改革

“深水区”攻坚克难的坚定态度。

温家宝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
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要以更
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
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
发展难题。“要正确处理改革、发

展、稳定三者关系，积极有效化解
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防止局部性
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温家宝说。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

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
院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抓紧制定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
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
中的比重。

报告提出，加大对高收
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严格
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
管人员薪酬管理，扩大中等
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
的收入，促进机会公平。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
效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
非法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
距扩大的趋势。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周清杰表示，广
义的国民收入中包括居民
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
三大部分，政府收入所占比
例最大，而居民收入所占比
例较小。在“十二五”规划
中，首要任务就是要“藏富
于民”，而不是“藏富于政
府”，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
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让老百
姓分享经济增长。

周清杰表示，“灰色收
入”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
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
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
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
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
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
配。换句话说，也就是贪污
腐败和垄断行业高收入问
题。“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是
压缩垄断空间和严打腐败
的重要信号。”

（宗合）

5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
平说，包括今年在内的以后
一段时间，改革还会大踏步
地向前推进。“今天上午，温
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对今年的改革提出了六个
方面的具体措施。在改革的
问题上，我们会毫不动摇。”

张平强调，我们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
要继续进行探索、继续进行
实践，但是改革的方向是绝
不会动摇的，改革仍然是我
们前进、发展的强大动力，
改革也是我们的任务、我们
的责任、我们的目标。

本报特派记者
刘红杰 杨凡

“深化改革的阻力可能来自一些既
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部门，全社会要凝
聚改革共识，要把改革的着力点放在扩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之上，要调动全
社会参与改革，这样的改革才能成功。”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副主席钟晓
渝说。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财经大学(筹)
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说，“改革就是

一个利益再分配、形成新的利益格局的
过程，会牺牲、伤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
各方面的改革都存在这个问题，这就是
当前改革最大的阻碍。”他举例说，像房
产税改革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种手段。
只有一套房子的群众肯定支持房产税改
革，但有三五套甚至更多房子的人，房产
税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肯定不
愿意进行房产税改革。

知道了改革的阻力后，又该如何改
革呢？

“改革仍是未来30年乃至50年的原
动力，如果不改革，现有经济体制改革所
取得的成果不会得到巩固。”钟晓渝说。

宋益乔表示，“对于今后的改革，我
个人感觉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做好顶层
设计，改什么？怎么改？改成什么样？这些
都要规划好，在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循序渐进改革。”

李稻葵则认为，一方面需要百姓、媒
体呼吁，对阻碍改革的局部利益集团形
成社会压力，另一方面，最高层要有决
心。“今天的改革非常复杂，但是我想强
调，再复杂的改革也要一步步推进，再艰
难的路也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往前进的借
口，万里长征这么艰难的路都是一步一
步走出来的，今天的改革更应该如此。”

郭松海说，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和政
治体制改革相配套。政府必须从上到下
冲破阻力，加快推进一些体制的改革。像
土地、房产税制度的改革，就可以参照国

外一些税制改革的做法和经验，再结合
我国的现状，将制度更加完善、细化和健
全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蒋明麟
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改革提了很多方
面，实际上核心问题仍然是政府职能的
转变，而这一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得
相对较少。

蒋明麟说，像交通运输的整合，铁道
还在外面呢，铁道是不是运输啊？这就不
能形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现在各搞各
的，你沿江来一条铁道，我沿江来一条高
速路，这到底怎么配置？所以必须在体制
机制上推进。”

黄细花则表示，下一步深化改革在好
多领域都会出现深度利益博弈，但并不能
因为困难大就停止改革，而应该有坚持下
去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要多换位思考，
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来推动改革前进，毕
竟对一些利益集团来说，他们的长期得利
会让普通老百姓、消费者心怀不满，长期
下去对整个行业发展都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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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的阻力究竟来自哪里
本报记者两会上寻找“改革答案”

格代表委员建议

做好顶层设计

自上而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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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68次提及改革，凸显了决心，也从侧面说明改革目前面临着

难题和阻力。难题和阻力到底来自于哪里？5日，本报记者在两会上寻找答案。

全国政协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委员李稻葵认为，中国现在的改革有两方
面的阻力。一个阻力是认识上的，中国经济
已经比20年前邓小平南巡时复杂得多，客
观上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监管，简单放权
解决不了当前市场经济中的复杂问题，但
强势干预肯定也不行，这在认识上需要研
究，一边研究一边实践。第二个阻力来自一

些利益格局。市场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事
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利益格局。

全国人大代表、聊城大学原校长宋
益乔认为，当前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来
自于如何打破利益格局。“大家都认为需
要改革，但是在深水区停滞不前。不能拿
稳定来阻挠改革，更不能成为不改革的
借口，否则可能引发更大危机。”

有认识的问题，也有利益的问题阻力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则认为，
在一些根本性的体制、机制问题上没有
突破，所以改革在关键时刻就可能深入
不下去。

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旅游局局长
黄细花认为，改革的阻力在于一些关键
领域、特殊领域长期形成的利益格局，比

如像烟草行业的政企不分，比如像金融、
电信等垄断行业企业享有的一些政策优
势，这些问题有的持续时间很长了，有的
是随着改革又新产生的。“我自身对控
烟、跨行查询收费等领域提建议的经历
就能明显感觉到，利益集团太强大了，我
自身的力量很微弱。”

利益一被损害就不愿改革阻力

垄断利益集团力量太强大阻力

5日，经济界35组，一位委员的发言材料用红蓝黑三
色字体标明，以示重视程度和发言时的语气。

本报特派记者 杨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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