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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们们要要怎怎样样的的强强势势政政府府
——— 专访经济学家、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韩康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扩大发展成果，才

能为政改奠定基础

齐鲁晚报：《决定》公布后，
社会上各种版本的解读很多，
您怎么评价？

韩康：《决定》是新一届中
央领导班子履职后，第一个关
于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必将影
响到未来10年中国改革基本格
局，意义重大。现在有些国内外
文章的解读值得研究，比如有
人讲“土地革命”、“户籍革命”
之类，很不准确，恐怕是过多增
加了个人或社会上一部分人的
主观意愿。更重要的是，《决定》
的内容很丰富，有些分析论述
很深刻，我们现在的理解、领
会，恐怕还很不到位，需要进一
步深入研究、思考。

齐鲁晚报：有不少读者提
出，为什么这次提出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
而不是政治体制或其他领域的
改革？

韩康：我认为这是中央经
过认真研究，经过深思熟虑的。
十八大和三中全会前，社会上
关于改革重点应转向政治体制
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呼声颇高。
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一方
面肯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管理、生态文明和国防军队
六个方面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但也毫不含糊地提
出，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

我想主要原因，是基于对
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主流问
题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改
革开放30多年后，发展是硬道
理并没有过时，只有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才最有助于解决当
前发展难题，扩大发展成果，才
能为政治体制等其他领域的深
化改革奠定良好基础。如果现
在就把改革重点转向政治体
制，显然是不合理的。

改革着力点是市场

化思路的简政放权

齐鲁晚报：关于全面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了
很多新的改革内容，有新的概
念，也有新的思路、办法，您能
不能梳理概括一下？

韩康：关于全面深化经济
体制的改革，《决定》确实提出
了很多新的东西，很丰富，有些
也很有深度，我做了一个集中
概括，叫10+2。

齐鲁晚报：请问怎么解释
10+2？

韩康：这个1 0 + 2中的1 0，
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十项新
举措。这个2，是两个涉及经济

体制的新理念，非常重要，意义
不可小视。

齐鲁晚报：《决定》中关于
经济体制改革的十项新举措是
什么？

韩康：我大致排列了一下，
1、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为主的市
场管理制度；2、一般性投资项
目和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
3、允许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
型银行；4、探索建立知识产权
法院；5、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6、建立规
范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和事权制度；7、加快房地产
税立法；8、农村集体经营性土
地市场化改革；9、农民承包经
营权、集体股权、住房产权市场
化改革；10、开放中小城镇户籍
管理。

我想说明的是，《决定》中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新的内容不
止这些，但可能比较集中、比较
有代表性的，是这10项。

齐鲁晚报：您这个做法很
有意思，那么多新的改革内容，
这一提炼就清晰简洁了，请问
这10项新改革举措的最大特点
是什么呢？

韩康：第一是改革范围宽、
力度大、难度也大，把近年来经
济体制改革遇到的难点问题，
基本上都容纳进来了；第二是
进一步体现了改革的市场化方
向，市场化虽然是中央早就定
的，但这次决定体现得更加彻
底；第三是改革着力点集中在
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而且是
按照新的市场化思路简政放
权；第四是体现了改革大胆推
进和周详谋划并重。

齐鲁晚报：10+2中的2是什
么意思呢？

韩康：《决定》在论述全面
深化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
的时候，有两个新的改革理念
和改革认识非常重要，第一是
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
性作用，第二是公有制经济和
非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都不可
侵犯。我认为这两个新的改革
理念和改革认识，其重要深远
意义绝不亚于10项新的改革举
措，也许现在还没有得到人们
的充分重视。

从体制制度上解决

小产权的根本之道

齐鲁晚报：三中全会《决
定》公布后，社会普遍评价很
高，认为改革有力度、有新意，
但也有人提出，《决定》对一些
改革发展难题，如小产权房、房
价调控等问题，是不是有意回
避了，您怎么看？

韩康：我倒不这么看。对于
所谓改革难题，如果深化改革
的思路和办法，社会认识比较

统一，改革设计和实施条件也
比较成熟，当然不能拖延，但如
果认识分歧较大，改革设计和
实施方面还有明显缺陷，最好
的办法是继续研究、探索、试
点，等各方面条件具备后再全
面推出，这是成熟改革领导者
的应有行为。你刚才讲的有些
问题，可能就属于这样的事情。

齐鲁晚报：那请先讲讲小
产权房问题吧。

韩康：小产权房产生的根
本原因，是城乡建设用地市场
化的双轨制。城市国有土地如
果盖商品房，完全按市场化进
行交易、买卖、销售，政府拿到
丰厚的土地收益，房地产商拿
到高额的房地产利润。农村的
集体建设用地，则因为不能进
入市场化过程，无法同城市土
地同权、同价、同利，结果只能
搞小产权，可见小产权房说到
底，就是在建设土地双轨制下，
农民集体或乡镇机构，通过不
规范、不合法的手段，千方百计
分享土地市场化的资本收益。

齐鲁晚报：这就把小产权
的问题说透了，但为什么在《决
定》里没有对此提出解决办法
呢？

韩康：恰恰相反，按照我个
人的理解，《决定》提出了一个
从体制、制度上解决小产权问
题的根本之道，就是建立城乡
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决定》
明确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
土地可以出让、租赁、入股，同
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如果真这样做了，在政府统一
的房地产规划和市场管理下，
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将来再要
盖商品房，只要纳入这个规划
和管理，就不是小产权而是大
产权了。

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卖出
去的小产权房怎么办？这里涉
及的人群数量极其庞大，买卖
双方情况极其复杂，农村集体
利益又被紧紧捆绑在一起，解
决起来难度很大。我个人的思
路是，首先必须把占用耕地的
部分划出去，坚决拆掉，同耕地
无关的小产权房，购房者需要
补充支付属于国家土地所有权
的必要费用，补偿之后，就可以
纳入规范化的管理体制了。

房产税是让房地产

调控转向市场法规化

齐鲁晚报：现在公众还非
常关心房价和政府调控问题，

《决定》提出了房产权的改革方
案，您认为这个改革能解决问
题吗？

韩康：现在国内的房地产
泡沫很厉害，虽然还在控制范
围内，但如任其发展扩张，不但
可能导致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而且还有因加剧贫富分化
而深化社会政治矛盾的可能。
这个问题和风险的严重性，已
经被中央决策部门充分认识到
了，也正在积极探索和实践调
控之道，目前非常严格的限购、
限贷调控就是证明。

齐鲁晚报：为什么老百姓
的普遍感觉是，中央政府越是
限购、限贷，房价越是高涨？

韩康：这个感觉只有一半
是对的。好好想想，假如中央完
全放开不管，任其房地产炒作，
恐怕国内大城市的房价就远远
不是目前这个水平了。这个感
觉对的方面是，限购、限贷确实
效率递减，甚至低效，为什么
呢？问题很复杂，首先是地方政
府并不积极，因为地方政府的
财税利益，同地价和房价紧紧
绑在一起，高价格则高财税，至
于高价格的基础是合理市场买
卖还是疯狂炒作，同政府财税利
益毫无关系，而中央政府的限
购、限价，必然影响房地产价格
的涨势，以至最终影响财税收入
水平，你说地方政府还可能真心
实意地支持限购、限价吗？

再有，限购、限价是一种短
期性的行政调控手段，政策操
作难度很大，比如现在国内还
没有一个权威、准确的全国居
民不动产数据平台，很多有关
数据信息都是很模糊的，必然
导致限购、限贷漏洞多多。试
想，一个地处偏远的陕西“房
姐”，居然能在北京办十几个无
房证明，买十几套房子，一个北
京原住民要找到政策的漏洞，
就更加容易了。《决定》提出，要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这就是明
确指向，房地产调控逐步转向
市场法规化调控，实施房地产
税，先把必要的法律法规搞起
来，然后进行政策操作，估计不
会拖得太久。

转变政府强势形态

齐鲁晚报：您在1 0+ 2中提
到，《决定》关于市场在资源配
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意义非
常重大，请讲讲您的理解。

韩康：《决定》提出，市场在
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
用，这是一个新的观点，也是一
个新的认识，但这不是普通学
者的新观点和新认识，而是我
们执政党最高决策层对市场、
市场机制的新观点和新认识，
意义非同小可。

齐鲁晚报：在这之前，中央
不是已经提出，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了吗？一个
是基础性作用，一个是决定性
作用，后者真有那么大的意义
吗？

韩康：是的。能够提出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已经是很高的市场认识水准
了，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基
础性作用还是一种多元论认
识，就是说在资源配置中，市场
因素和非市场因素都可能起基
础性作用。而提出起决定性作
用就不一样了，绝对是一元论
认识，即只有市场而不是任何
其他非市场因素，才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因素。说明我们党
对市场、市场机制的认识，已经
非常彻底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认识
从学术角度看并不高深，是市
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请想一
想，传统的社会主义思维根本
没有市场经济的位置，计划经
济体制又搞了那么长时间，影
响根深蒂固，市场改革才搞了
30多年，改革实践又十分复杂
曲折，今天能有这样彻底的市
场认识，是非常了不起的。

齐鲁晚报：《决定》提出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
用，会不会使人感觉政府作用
弱化了呢？

韩康：不是的。一个执政党
有了这种对市场经济非常彻底
的认识，就更有利于改变政府
过分干预市场的情况，更好地
发挥政府作用，更有效体现政
府功能。例如这次《决定》中的
很多改革举措，都是在新的市
场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
市场调节领域和力度的举措，
政府则需要集中精力，把公共
服务、宏观调控、依法治国、国
家战略发展等这些需要大大加
强的事情真正管好。

齐鲁晚报：《决定》提出，全
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
题，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
系，是不是也同您讲的问题相
关呢？

韩康：非常正确。《决定》这
个提法切中要害。中国的市场
经济发展有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有一个强势政府，包括中央
政府宏观管理强势、地方政府
调控发展强势、国有企业国有
资本强势。有强势政府的市场
经济能办成许多大事，例如持
续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
基础公共设施建设，但也有先
天性的重要缺点，主要是行政
干预市场、垄断部门无序扩张、
政府过度参与经济发展等。在

《决定》提出更加彻底的市场认
识之后，很显然，这样的市场经
济状况是需要加以认真改进
的。

齐鲁晚报：您提出了一个
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是在承认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
用后，政府怎么办？强势政府怎
么办？

韩康：很好的问题。在中国
如此复杂的发展与改革环境
中，没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作
为的政府，是很难想象的，问题
在于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强势
政府。我的观点是，不放弃强势
政府，但要转变政府强势形态，
从行政干预强势、资源配置强
势、行业垄断强势，转变为公共
服务强势、法治管理强势、国家
战略发展强势。没有这种转型，

《决定》中讲的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一句空
话。

韩康曾被港、台学界评为大陆最有影响的50位经济学家之一。（资料片）

近一个月来，
围绕十八届三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各种版
本的解读不断，如
何全面、深入领会

《决定》精神，成为
社会关注的焦点。

日前，本报记
者专访著名经济学
家、博士生导师、国
家行政学院原副院
长韩康教授，力图
更全面、系统、准确
地理解此次三中全
会《决定》的精神。
韩康把《决定》中关
于经济体制改革中
新的内容，概括为

“10+2”，即10个重
要的新改革举措，2
个重要的新改革理
念，把最需要把握
和领会的东西十分
清晰、简洁地描绘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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