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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市市场场作作用用由由““基基础础性性””升升至至““决决定定性性””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好发
挥政府作用。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公报
原文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符合初级阶段最大实际
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
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这是
《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
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

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这一鲜明思路，体现了我国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个最大实际，也契合发展仍是
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
重大战略判断。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
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认为，当
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
然初步建立，但仍然存在不少壁
垒；商品价格虽然实现了主要由
市场来决定，但要素价格市场化
仍然滞后。这些问题都要通过下
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

本报记者 刘德峰 马绍栋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刘刚认为，“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
三中全会公报中的最大亮点，可
以说，这是为此后改革进程定调
的表达。过去政府职能部门对市
场干预过多，或者缺位、错位的
情况，在经济驱动转变的过程中

逐渐显现，客观上就要求在新一
轮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突出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

从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
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党
的十四大“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
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建设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最终确
立，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
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重要论断，我国改革
开放事业的本质就是由计划经济
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
过程，就是不断确立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地位的过程。

改革的本质就是不断确立市场的决定性地位

“两个都是”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空前肯定
公报在阐述完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
制度之后，又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
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系统科学
研究所教授刘超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和
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重要基础，这可谓空前地将
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提到如此之
高，不仅是表面上对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的支撑，背后深层次更突
显了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比此前的基础性

作用更进一个层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认为，从新一届政府上任不
断推进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
政策措施分析，这有可能意味着
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将展开市场
化改革，使国企和民企在市场主
体地位上趋于平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解读改革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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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
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

《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
理论观点。发挥经济体制
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
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
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
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这一鲜明思路，
体现了我国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
大实际，也契合发展仍是
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
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

——— 人民日报社论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系统科
学研究所教授刘超指出，非公
有制经济、民营经济一直是市
场经济的前沿，过去在非常艰
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生存下
来，这表明它们更能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刘超认为，对于此次三中
全会公报中的新提法一定要从
立体、系统的角度进行理解，不
能单方面做表面解读。其实当前
各级政府正在实施的简化办事
流程、简政放权改革就是为了改
变过去审批程序过多过杂、民营
企业处于发展劣势的地位。

刘超指出，要推动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除了缩减政府干预，还需要更
多配套措施，比如财税体制的调
整、国有企业的改革、推动市场
经济的法制化、资源性产品价格
改革等，避免以往政策造成的民
营经济“玻璃门”、“弹簧门”，为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体
制机制环境，真正让民营企业和
国有企业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
公平竞争。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对新提法

不能表面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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