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
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
外方代表时曾经表示，中国
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
家陷阱”。这个表态可谓斩钉
截铁。那么，刚刚迈入中等收
入国家行列的我们，又何以
能跨越这个已经让不少发展
中国家深陷其中的“陷阱”？
在三中全会闭幕的这一天，
审视这份举世关注的会议
公报，不难找到问题的答案。
从三中全会可以看出，不但
改革的精神没有懈怠，改革
的力度反而是空前的。“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
革”，中央有推进改革的决
心，人民就有跨越“中等收
入国家陷阱”的信心。

在世界范围内，先后陷
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
为数不少。这些国家在从中
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
家迈进时，通常都出现了经
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严
重、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
问题。目前，中国人均GDP

超过6000美元，已经迈入中
等收入国家。与过去三十多
年的年均增速相比，现在也
面临着经济增速趋缓的问
题。随着收入差距过大和分
配不公等问题日渐凸显，

“被增长”、“被平均”的抱怨
也逐渐涌现。刚跳出“贫困
陷阱”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发

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
续的症状，过去三十多年的
超高速增长带来了资源透
支、产能过剩、生态环境恶化
等问题，发展中出现的这些

“中国式难题”已经不容回避，
必须及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金融体制改革、反腐制度强
化……如果我们不能顺利迈
过这些坎儿，“中等收入国家
陷阱”就可能逼近眼前。

与过去的普惠式改革
相比，今天的改革已经很难
让所有人兴奋。要破除长期
积累的体制机制弊端，必然
触动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
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的改革，只有凝聚起全社会
更大的力量，才有可能攻坚
克难。当前，利益分化和诉
求多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的期
待也不尽相同。改革既不能
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而停
步，也不能被不切实际的民
粹思潮左右，而是应当从全
体人民整体利益着眼，从国
家命运和民族前途出发。

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
各项改革综合配套、协同推
进。如果一个利益主体阻挠
改革，全面改革就有可能功
亏一篑。比如一本小小的户
口簿，就牵动着户籍改革，
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就业保
障、医疗服务、社会保障制
度等改革。如果都从本位主
义出发，只支持对自己有利
的改革，也很难为改革凝聚
起最大力量。唯有求同存异
才能推动改革。面对改革的
大势，有些人总是从狭隘利

益出发，只看一己或一时得
失，而不能谋全局之利。“不
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这句
话不只针对某一个利益群
体。放眼全球，在贫富差距严
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
国家，无论贫富都会丧失安
全感。可以说，改革一旦停
步不前，对谁都没有好处。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而
国内发展稳定任务又十分艰
巨。改革的机遇稍纵即逝，如
果错过了这个宝贵的“窗口
期”，就有可能酿成危机。当
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展开
时，我们应当达成最广泛的
共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可持
续的发展并把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最终
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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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用改革坚定跨越“陷阱”的信心
从三中全会可以看出，不但改革的精神没有懈怠，改革的力度反而是空前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有推进改革的决心，人民就有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信心。

到了今天，所有的改革
都面临固有的利益关系格
局，最大的问题是政府能不
能够为自己动刀子。

在应媒体之邀解读这
次三中全会时，中国 (海南 )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
林表示，当前改革的深刻
性、复杂性比以往要大得
多，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打
破原有的利益关系。

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
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下来经
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我们
是一个后起的国家，不能再

等几百年让它自然形成。
近日，经济学家吴敬琏

接受采访时表示，现代市场
经济是一个巨大又复杂的
制度架构，需要对关键环节
和重要领域的改革进行总
体设计，保证各个方面能够
相互配合。

你要拿他的地，他还是
会跟你闹。法律的所有权和
事实的所有权是两回事，不
是一句话说国有就国有的。

在本月举行的英国《金
融时报》2013年度中国高峰
论坛上，北大教授周其仁讲

到这样一个例子。在他看
来，改革就是要突破已有的
一些规章，改革与法制建设
的协调性至关重要。

有经济学家将这种情
况描述为“只踩油门不挂
挡”，油门踩得轰轰响，耗了
很多油，车就是不往前走。

媒体人曹林日前撰文
称，一些部门天天说要改
革，始终没有动作，导致公
众失去对改革的热情。现在
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给改革挂挡，这是三中全会
给改革注入的最大活力。

葛一语中的

下好改革一盘棋

改革进入攻坚期，新
旧问题交织、利益主体多
样，任何一项改革举措都
会对其他改革产生影响，
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
他改革协同配合。只有坚
持全面改革，才能在良性
互动中形成整体合力。

30多年来，中国的改
革循着从易到难、从局部
到全局、从增量到存量的
顺序展开，“容易改的都差
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
硬骨头”。进一步深化改革，
要解决的大多是涉及面广、

配套性强、利益关系复杂的
问题。越是改革形势错综复
杂、利益格局盘根错节，越
要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

然而，全面改革不是
一哄而上，如果缺少重
点、没有先后，改革岂不
会乱了节奏、丢了章法？
改革要只争朝夕，更要胆
大心细，让整体推进与重
点突破相结合，由重点领
域改革的“一子落”，激发
改革棋局的“全盘活”。(摘
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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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媒体视点

当前的改革很难找到
一个容易操作、风险可控
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
破口，改革推动者日益成
为改革的对象。执政党必
须以“钉钉子精神”将改革
贯穿于国家建设和政党变
革的具体实践之中。

钉钉子，要钉在正确
的位置。深化改革，尤其要
重视两个“百年目标”中蕴
含的制度价值诉求、人文
环境需要等长期被GDP增
速所掩盖的内容。

钉钉子，要一锤接一
锤，才不至于半途而废。要
认真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的
具体利益诉求，逐步消除

羁绊他们发挥主动性创造
性的各种束缚。要使每个
社会群体始终感受到有制
度保障的公平正义。

钉钉子，要持之以恒，
才能钉深钉牢。深化改革，
关键在于行动。各地各部
门不能只将改革喊在口
里，放在纸上。现在要做的
是，对各种各样的改革方
案、政策措施进行全面梳
理，形成清晰明确的改革
方案和政策措施清单，然
后逐项落实。(摘自《文汇
报》，作者杨雪冬)

改革要有“钉钉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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