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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司法执行的改革

将是一个挑战

齐鲁晚报：都说这次三中全
会推出的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
大是空前的，民间对此也充满了
期待，您怎么看？

杨光斌：这种说法其实是通
过两个信息释放出来的，一是俞
正声讲的“这一轮改革范围之
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第二就是由国研中心主任李伟
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领衔
的383改革方案。之前的改革基
本上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
架建立起来，现在的改革是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做完善
性的工作。

齐鲁晚报：十八大召开时，
您曾预测这一届领导人上台后，
老百姓最需要的和决策者最容
易改的问题结合起来，将会成为
改革最先启动的方向，也就是民
生问题，现在觉得这次改革的方
向跟您预测的一样吗？

杨光斌：跟我想的差不多，
但经济改革力度比我想的要大。
我曾认为这一届政府首先会分
权，现在李克强基本上做的就是
分权和市场化，下放审批权、扩
大开放、降低门槛，这也是民营
企业家热切希望的。此外就是司
法体制改革。

改革中几个方面要配套进
行，其中司法改革很重要。法院
独立出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法委，
像人民银行一样垂直管理，地方
党委不能随便调动公检法司，这
个方案在10年前就有了。有关司
法执行的改革是一个挑战，中国
的传统文化是人情礼让，西方的
传统是法治，怎样做到严格执
法，这是个挑战。这相对体制本
身的调整反而容易。

齐鲁晚报：那您是否觉得这
次改革中，中央会更重视经济改
革，而政治改革相对较少？

杨光斌：从383方案来看主
要是经济社会类改革。按我的
理解，一些社会类改革其实属
于政治改革范畴，比如说政府
职能转变、法院独立审判的改
革。用李克强的话说，就是政府
总是把手放在不该放的地方，
实情确实如此。

如果政府职能转变做得好，
贪官就会减少很多。根据最高检
公布的数据，过去五年，大概处
理了15万多起贪污贿赂案，19万
余人被查。为什么会这样？说到
底跟政府职能有关。如果真的能

把政府职能清理好，关系理顺
了，也是在客观上保护了干部，
不会有那么多腐败。

我认为中央反腐败的力度
和决心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会
坚持下去。从党风党纪方面来
说，八项规定、纠四风很重要，并
且起到了很大作用。

上海自贸区

是对垄断集团冲击

齐鲁晚报：您觉得这次改革
对既得利益者集团中哪些方面
会触及、哪些方面不会触及？

杨光斌：既得利益者集团
分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官
员，第二个层面是垄断国企。这
次改革会更多地触及国企利
益。如果市场自由度更高，势必
对银行、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
带来比较大的冲击，但这也不
是立竿见影的，真正的冲击应
该是在五年之后。五年之后效
果会显现出来，但力度多大，要
看上海自贸区的实验效果。

如果实验效果好，就会扩大
范围，自由化市场化经济发展起
来，垄断也无从提起了。从某种意
义上，对垄断利益冲击的风向标
就是上海自贸区实验结果怎样。

齐鲁晚报：您认为垄断国企
在这次改革中将丧失很多利益？

杨光斌：传说废除国企高层
的行政级别，如果把国企的行政
级别废除，多少会好一点。废除
级别之后再进行分拆，废除级别
是市场化，分拆是促进相互竞
争，扩大开放，然后民营企业进
来就会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

齐鲁晚报：如今国研中心的
383方案很火，您觉得这个方案
跟最后的实际方案存在的差距
大不大？

杨光斌：383方案肯定会被
采纳一些，但最终三中全会出台
的方案应该不会那样细致。

作为学者，是从历史的角度
看，三中全会很重要，但只是出
台一个大政方针性的蓝图式东
西。应该说，这次的改革内容会
很详实，涉及的方面和领域、推
进的时间可能都会很详实，但不
会像383方案那样具体。

齐鲁晚报：有专家建议，中
国的改革方案除了顶层设计，还
可以多吸取民间意见。

杨光斌：每一次党的代表
大会文件出台，包括修宪，还是
很注重民间意见的，其中包括
地方政府、相关专家学者意见，

甚至官媒和专业媒体所作的报
道，对顶层设计都有参考作用。
中国在制定重大经济类和社会
类政策时，政府与百姓互动还
是比较多的。

齐鲁晚报：那除了国研中
心，都有什么机构可以向中央递
交建议和方案？

杨光斌：一般开会前会有
一个专门负责的政治局委员，
来负责党内的协调、意见的征
求，无论是党的代表大会的政
治报告，还是全会的政治报告，
都是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各个
研究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发表意
见。按照常规，中央会让自己的
研究机关做相关专题的调研，
学者个人也可以自发组织一个
学术团队来做研究报告，这些
往往是比较私人化的。

齐鲁晚报：为什么一些大的
改革政策都会选择在三中全会
上公布？是巧合还是惯例？

杨光斌：常言说“十年一个轮
回”，每届领导人第一个任期中的
三中全会是比较重要的。一般来
说，一中全会通常安排党的人事
问题，比如确定共产党的政治局
委员、中央委员等，二中全会是安
排国务院人事问题，三中全会才
会做政策调整，四中全会、五中全
会涉及党的部门问题，比如多是
谈宣传问题和组织人事问题，还
有特别重要的经济问题、农业问
题等，已经形成了规律。

改革推行力度不大

效果就会为零

齐鲁晚报：在胡锦涛、温家
宝主政一年时，您曾写过一篇

“胡温新政一年”的文章，如今距
离习近平和李克强主政也将近
一年，您有什么感受？

杨光斌：胡、温的风格是比
较典型的中国政治的风格，执政
风格慢慢地才看得出来，而习近
平的风格非常鲜明，是敢说敢言
和敢于担当的性格。判断过去近
一年的信号，应该是未来几年的
基本方向。我个人认为，过去一
年习、李做的主要是“正心之
治”，未来九年是要看他们能否
把正心之策变成正心的制度。

齐鲁晚报：何为正心之治？
杨光斌：我认为习、李过去

一年所做的事情，一是改变政府
职能，下放审批权，扩大开放，推
进市场化，这在中共上层已达成
共识。第二，与这个并驾齐驱的，
是以反腐败为核心的“正心之

治”。作为学者，客观地说，官员
要管，社会也要管。在中国历史
上，不管社会上的事，也会有人
胡作非为。比如说大V、公知，他
们也会滥用权力。所以一方面管
理官员，另一方面管理社会，我
统称为“正心之治”。

管理官员主要用党风党纪，
配之于法律，而管理社会主要靠
法律，现在中央对官员和社会都
在管，不过管官员的力度更大。

齐鲁晚报：您对十八大之后
这一年中国的执政思路有什么
评价？

杨光斌：习、李抓住了中国
的命脉，对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
这个脉把握得很准。人心要聚，
所以有“正心之治”，国进民退，
所以要扩大开放振兴经济。二是
他们在党政分工和协调配合上
很合理、很默契，分工很明确，都
恪守自己的职责。

齐鲁晚报：三中全会后，这
种执政思路是否会更加坚定和
明显？会不会遇到阻力？

杨光斌：三中全会面临的这
次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有两种，一种是自下而上，像乡
村自治、民间组织的发展、市场
经济，这些是自下而上的，但改
革涉及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
的时候，让他们自己搞和谐、达
成共识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自上
而下地强制执行。

利益盘根错节，再好的政策
会打折扣。如果改革推行力度不
大，折扣会更大，最后的结果就会
为零。但从个人风格来判断，我认
为习近平会强势地推进下去。

齐鲁晚报：您预测九年之后
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杨光斌：九年后政治更加
清明，社会相对公正，民生更有
保障。如果能做到这些，大多数
老百姓就很高兴了。政治清明，
腐败就不会那么猖獗，相对公
正就能解决贫富悬殊和公平等
问题，民生更有保障，形成一个
有规矩的社会。

齐鲁晚报：您对三中全会有
什么期望？

杨光斌：领导人把自己想
做的事、说出来的事、设计好的
事，坚决地贯彻好落到实处，就
很好了。

聚焦三中全会，本报今起推出系列专题报道

杨杨光光斌斌：：改改革革将将冲冲击击垄垄断断利利益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中国
的老话，再好的政策不落实都是空
话。最近看到官员腐败的新闻非常
多，而且涉及金额动辄上千万，真是
触目惊心。我看到了政府反腐的决
心，也忍不住想，还有多少这样的官
员没有被绳之以法。一个朋友在政
府部门工作，她就亲口跟我说过，领
导不敢出去吃饭，就把星级酒店的
厨师请到单位食堂去做饭，这种落
实状况太差劲了。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整理

需要好政策

更需要“好落实”

杨光斌，河南省桐柏县
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比较
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兼任
政治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
向 为 政 治 学 理 论 ( 制 度 理
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
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
外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将出台怎样的改革方案、改革力度有多大，备受民众关注。本报今起推出系列专题报道，力力图为您全方位解读、预判这
一政治大事件。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系主任杨光斌曾以《党的十八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一一文预测十八大之后的政治局面，
如今时隔一年，他如何看待这一年的变化，对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走势又有怎样的判断和期待？11月1日下午，杨光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个人简介

本报特派记者 张洪波 赵兵

专家观点

如果把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
废除，多少会好一点。废除级别之
后再进行分拆，废除级别是市场
化，分拆是促进相互竞争，扩大开
放，然后民营企业进来就会成为
一个自然的过程。

——— 杨光斌

如果真的能把政府职能清理
好，关系理顺了，也是在客观上保
护了干部，不会有那么多腐败。中
央反腐败的力度和决心都是毋庸
置疑的，而且会坚持下去。

——— 杨光斌

市民说法

陈艳君 29岁
民营公司销售人员

1日，杨光斌接受采访。 本报特派记者 张洪波 摄

电话：96706056

邮箱：hongbogongzuoshi@163 .com

洪波工作室

垄断国企早就应该改革了，咱
们用电、用油、打电话，跟生活息息
相关的事儿，哪个不是垄断的。我关
心对国企改革后老百姓能否从中受
益，只盼电话费和上网费能便宜点。
希望垄断行业能够像超市、饭店一
样，全面放开自由竞争，只有那样，
消费者才能享受到最好的服务和最
合理的价格。

国企改革

普通人能否受益

李博 33岁 足疗店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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