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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针对近日有媒体刊载《80吨国
库黄金储备下落不明》的报
道，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
责人22日表示，该报道无中生
有，纯属谣言，人民银行予以
谴责。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将
保留对造谣、传谣者追究法律
责任的权利。

央行：

“80吨黄金储备

下落不明”报道

纯属谣言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在反腐败斗争进入第2 0个年头
之际，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
勤接受采访时指出，腐败和反腐
败当前正处于相持阶段，反腐败
的核心仍然是制约和监督权力。

1993年8月，党中央审时度
势决定开展反腐败斗争，并通过
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进行
部署。到今年初召开的十七届中
央纪委七次全会，两任总书记已
经连续20次出席并讲话。

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全国党风
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显示，2003年到

2010年，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满意
度”、对消除腐败现象有信心和比
较有信心的“信心度”，分别提高
18 . 7和6 . 4个百分点，逐年走高。总
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
去年公布的清廉指数显示，在183
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排在第75
位，比上年略有上升。

李雪勤介绍，当前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
是，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
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
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

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
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
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三个并
存”、“两个依然”的判断，实际上
是腐败和反腐败处于相持阶段
的一个明确具体的表述。

自1993年开展反腐败斗争以
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检察系统
查办的腐败案件先是呈现持续上
升的态势，但从2004年开始出现下
降后波动的态势。这同其他主要社
会问题，比如全国信访总量、全国
安全事故死亡总人数一样，都呈现
出稳中有降的态势。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李雪
勤指出，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个：
一是领导职务高的案件多；二是
案件涉及金额数量大；三是查处
案件中的“一把手”多。因此，反
腐败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
倡廉建设的重点任务有：建立健
全监督检查工作长效机制；健全
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严肃
查办腐败案件；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党的作风建设；大力加强党的
纪律建设。

腐败和反腐败当前处相持阶段
中纪委：腐败突出问题是领导职务高的案件多、涉案金额大

国务院取消调整314项行政审批
重点清理涉及实体经济、民间投资等方面的审批项目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2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
批项目。

自2001年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国务
院已先后进行五批取消和调
整行政审批项目。为进一步减
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会议决
定，在以往工作基础上，再取
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
项目，其中取消184项、下放
117项、合并13项。至此，国务
院十年来分六批共取消和调
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
原有总数的69 . 3%。

这次重点对投资领域、
社会事业和非行政许可审批
项目，特别是涉及实体经济、
小微企业发展、民间投资等
方 面 的 审 批 项 目 进 行 了 清
理。

会议指出，十多年来，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有
力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进一
步增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
础性作用；有力促进了依法行
政，进一步规范了政府行为；
有力促进了政府管理创新，提
高了行政效能；有力促进了反
腐倡廉建设，进一步完善了政
府系统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体
制机制。

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
出，今后一个时期，要坚定不
移地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并提出七项要求。

一要按照应减必减、该放
就放的原则，进一步取消和调
整行政审批项目。凡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
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
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
构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都要
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
间接管理方式的，一律不设前
置审批。以部门规章、文件等
形式违反行政许可法规定设
定的行政许可，要限期改正。

二要积极推进行政审批
规范化建设。新设审批项目，
必须于法有据，并严格按照法
定程序进行合法性、必要性、
合理性审查论证。没有法律法
规依据，任何部门不得以规
章、文件等形式设定或变相设
定行政审批项目。

三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
改革和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把
适合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承

担的事务性工作和管理服务
事项，通过委托、招标、合同外
包等方式交给事业单位或社
会组织承担。

四要进一步健全行政审
批服务体系。继续推进政务中
心建设，推行网上审批、并联
审批和服务质量公开承诺等
做法。审批项目较多的部门要
建立政务大厅或服务窗口。

五要加强政府监管。对取
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要
明确监管责任，制定后续监管
措施，强化工作衔接，避免出
现监管真空。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转到依法
监管上来。

六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
领域防治腐败工作。深化审批
公开，推行“阳光审批”。严肃
查处利用审批权违纪违法案
件。

七要把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与投资体制、财税金融体
制、社会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结合起来。

据新华社

国务院要求该减必减、该放就放：

市场能有效调节的，

政府都要退出

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依
据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批准
广东省“十二五”时期在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
对行政法规、国务院及部门文
件设定的部分行政审批项目
在本行政区域内停止实施或
进行调整。

会议指出，广东省处于
改革开放前沿，市场发育程

度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正全
面进入转型期，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转变政
府职能的要求十分紧迫。在
广东省进行改革试点，对于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
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
有重要示范意义。

据新华社

广东获批先行先试

国务院此次取消和调整部
门行政审批项目，重点针对涉
及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发展、民
间投资等领域的审批项目进行
清理。山东省委党校管理学部
主任戚汝庆认为，在当前经济
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国务
院对投资等领域的审批项目进
行取消或放权，可以刺激地方
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促进市场
经济的完善发展。

鲁东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经济学博士王纪孔也指出，现
有的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其实

是政府部门设置的行业准入门
槛，原本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
实际操作却带来很多障碍，也
容易造成权力寻租。此次在实
体经济发展、民间投资等领域
进行行政审批项目调整，正是
看到了这些领域近些年越发高
涨的呼声，“有很多创业者、小
微企业，资金不雄厚，名声不响
亮，够不上原本设置的准入门
槛。如果能降低门槛减少障碍，
就有利于吸纳这些充满活力的
经济力量，活跃经济，促进竞
争。”本报记者 郭静 廖雯颖

此次调整将活跃当前经济

虽然从2001年起，国务院
已取消和调整近七成原有行政
审批项目，但“还是不够解渴”，
跟民间的期待还有距离。“中国
改革历来走的是渐进式的逐步
开放的路子。”鲁东大学商学院
副院长王纪孔认为，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完全可以步子迈得更
大一点。

根据很多发达国家的经
验，政府不必担心在经济领域
放手会造成混乱，市场经济有
自我调节的能力，在市场经济
完善的国家，行政审批尤其是
经济类的很少。王纪孔说，一开
始降低门槛可能会造成无序竞

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混战，大
家意识到这样都没好处，行业
内的NGO(非政府组织)就会进
行协调，“这种协调和行政审批
不一样，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行
业自我规范。而政府要管，不应
该通过审批来管，而应通过立
法来约束。”

省政府参事、省政协常委、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认
为，行政审批权的取消和下放
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也
是未来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
一个大趋势，行政审批会逐渐
转变为申报和登记制度。

本报记者 廖雯颖 郭静

审批改革步子还可再大些

“国务院具有行政审批职
能的部门和单位有68个，原来
共有审批项目3605项。”山东
省委党校管理学部主任戚汝
庆介绍说，自2001年9月国务
院开始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以来，加上这次取消和调整
的314项，前后六次已经取消
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
目，占到原有总数的69 . 3%。

不过，戚汝庆指出，中央
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依然有
1000多项，“比起有些市场经
济发达的国家，这个数字还
是很多。有些国家的行政审
批 项 目 很 少 ，甚 至 基 本 没
有。”但具体减少到什么程度
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他认
为，要看行政审批制度的进
展情况而定。

本报记者 郭静 廖雯颖

格相关链接

改革11年砍掉七成

央级审批项目

仍保留千余项

一下子取消和调整这么
多审批项目，会不会影响相关
部门的行政管理效率？山东省
委党校管理学部主任戚汝庆
认为结果恰恰相反，行政审批
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制度
产物，有的企业为批一个项目
有时要跑几十个部门盖上百
个公章，少则几个月，多则几
年，事情还不一定办成，造成
社会运转效率非常低下。其
实，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凡是
市场能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
或中介机构能自律管理的，行
政机关采取事后监督等管理
方式能够解决的，都应该取消
行政审批。

不过，专家指出，在取消
行政审批项目之后，应警惕有
些部门或地区利用“红头文
件”、地方规章等变相设置审
批事项。对此，戚汝庆建议，要
建立规范性的事前合法性审
查制度，凡是制定“红头文
件”、规章制度的，必须经过法
制机构审查，审查可以引入高
校、科研机构等第三方机构参
与，尽可能保证审查的客观公
正。

本报记者 郭静 廖雯颖

警惕“红头文件”

变相审批

改革十多年来，中央部门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逐
步减少。（资料片）

格专家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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