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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管理理””到到““治治理理””，，变变的的是是执执政政理理念念
改革已从解决表层问题向寻求制度规范上转变

““余余额额宝宝们们””难难找找““婆婆家家””
互联网金融监管成难题，专家称应设准入门槛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
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要战略
部署，2014年两会即将召开，
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这些此前
不为人熟知的名词，逐渐被广
泛关注。这些“热词”都代表
着哪些领域的改革亟需破题？
背后折射的又是我国哪些执
政理念的变化？

3月1日，人民网舆情监
测室常务副秘书长、《网络舆
情》副总编辑单学刚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人民网
舆情监测室的舆情分析，十八
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各界和
网民最为关注的就是“深化改
革”、“从严治党”、“改善民
生”三个领域。本报梳理的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之 后 的“ 热
词”——— 负面清单、产权多元
化、权力清单、官邸制、单独
两孩，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通
过舆情分析得出的结果有重
合之处。

单学刚认为，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定”中提到“治理”一
词的频率很高。“过去政府都
称‘管理’，而现在是由‘管
理’到‘治理’的转变。权力由
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成了更
多强调组织协调，追求公平公
开有序、统筹社会资源加快发
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目标的牵引下，创新社
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
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激发
社会组织活力，健全公共安全
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
会安定有序。

单学刚认为，相对管理而
言，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
容性很强的概念，它更强调灵
活性、协调性、沟通性，彰显
了国家的公平、正义，社会的
和谐、有序。

“我国的改革开始涉及到
深水区，像单独两孩、产权多
元化这些词汇，在过去都是相
对的禁区，很少会被提及。”
单学刚认为，我国目前进行的
改革已经从解决表面层次的
问题，向以制度进行规范、从
根本上协调社会问题转变。

“下一步，要通过全面深
化改革，通过建立缜密的制
度，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
事 务 制 度 化 、规 范 化 、程 序
化 ，排 除 个 人 主 义 、长 官 意
志、瞎指挥。”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
今年要继续推动政府管理走
向“负面清单”模式，着力解
决政府和市场关系，解决好政
府干预过多的问题。

【负面清单、产权多元化】

明晰经济体制改革产权问题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
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对国企进行改革，改革方向是推进产权
多元化，鼓励私企入股国企。

以余额宝等各种“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倒逼金融改革的
一股动力。但作为新兴金融业态，保障用户资金安全、强化市场监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互联
网金融自己也期盼监管政策尽早明朗，为自己找到“婆家”。

●点评：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说，国

有企业的重组改制和优化升级正
处于关键阶段，进一步推进产权
多元化是优先发展的重点方向，

这将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产权多元化是国企未来的发
展趋势。

单学刚指出，负面清单和产
权多元化属于深化改革领域内的

概念，分别从贸易管理和经济管
理方面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
向，立足于深化改革，对经济体制
改革中面临的产权问题进行了明
晰。

【权力清单、官邸制】

从严治党，制度上规范公权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
行流程，这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目前，已有54个国务院部门集中晒出行政审批权清单，对此网
友给予极高评价。

●点评：
单学刚说，权力清单和官邸制

有助于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
和协调机制，“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是从制度

上对政府部门的权力进行规范，有
助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对于政府审批的‘权力清
单’是法无明文不为权，对于企业
投资的‘负面清单’是法无明文不

为禁。两种清单的公布，让人们看
到了迈向法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
代化的紧迫、有力的脚步。”国家
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
长聂高民在接受采访时说。

【单独两孩】

突破禁区，人口政策大调整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
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目前，浙江、江西、安徽、天津、北京等地已经启动了“单独两孩”政
策，江苏、湖北也预备在3月实施。

●点评：
“‘单独两孩’政策，百姓十分

关注，这突破了我们多年来在人

口政策方面的禁区。”在单学刚看
来，人口政策一直处于封闭状态，
此次“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是

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这表明我
国已经意识到人口结构出现的一
些问题，并表现出担忧。

本报特派记者 宋磊 孟敏 王富晓 3月1日发自北京

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3月1日发自北京

现实>>

身份不明

被银行拒之门外
“我们渴望被监管”，1日在

北京举行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探
讨主题沙龙上，与会的几家互
联网金融机构不约而同地发出
了这样的声音。

爱投资CEO王博说，互联
网金融行业发展蒸蒸日上，但
企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投资
者也会感到迷茫，选择时只能
看交易量、广告等，“这一行需
要政府监管，我们不愿出现‘劣
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合力贷CEO刘丰和积木
盒子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
魏伟也表示，希望通过监管筛
除行业内的“害群之马”，让有
创新力的企业充分发展。

“我们希望的是有底线、无
上限的监管。”拍拍贷副总裁陈
平平补充说。

异口同声发出这样的声
音，是有原因的。目前我国对互
联网金融发展的政策不明朗，
让这一新兴业态在现实中遭遇
尴尬。

许多人把互联网金融当成
“非法集资”，还有人在等待观望。
魏伟的一段亲身经历就很能说
明问题。“不是我们不想把资金
用银行托管的方式进行透明、公
开的披露，而是我们敲银行的门
时，他们会说银行的领导还没有
说话，因为你们还没有透明，他
们不知道如何做这个事。”

争议>>

还没有划分

明确的监管部门
由谁来监管这一话题也在

热议。尽管有消息称，中国人民
银行在牵头制定相关的政策法
规，但韩复龄分析，中国金融业
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银行
业、证券业、保险业分别由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但是
互联网金融企业究竟由哪个部
门监管还没有划分。

“曾经有人建议成立超级
金融监管机构，但从目前情况
来看还不太现实。”韩复龄建
议监管层要根据互联网金融
的市场环境和分类来考虑，
以保证投资者权益，保障投
资者利益。

杨东则认为，中央监管还
是地方监管这个问题值得探
究，“互联网金融是最具创新的
模式，应该特别强调中央监管
和地方监管的分级体系，比如
地方金融办就应该起到对金融
创新本身的监管”。

陈平平希望看到央行牵头
的机关机制，同时地方监管也
可以做一些事。比如央行做掌
舵的大方向，一些细节的规范，
企业经营的事交给地方监管机
构。

不过，也有人担心，传统金
融业地域性更加明显，而互联
网金融跨区域特征明显，地方
金融机构监管的可行性值得探
究。

监管已成许多业内人士的
共识，但如何监管，看法不一。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金融
法研究所副所长杨东认为，不能
按照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来监
管没有金融牌照的互联网金融，
但是又不能不设门槛。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
授、应用金融系主任韩复龄指
出，可以从三个层次考虑：一是
准入端，也就是什么企业才能做

互联网金融，从资金、资质、网络
安全程度等方面进行考量，他
说，现在监管层也在起草和拟定
这样的措施；二是对交易过程的
监管，韩复龄说，“这是关键，互
联网金融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
交易安全，以及资质不好的企业

‘跑路’，而传统金融企业会有非
常严格的核实要求。”

韩复龄表示，第三个层次是
建立监管的退出机制，“如果互

联网金融企业达不到要求必须
退出。”

王博则从更具体的层面分
析，他认为，可以借鉴对小额贷
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的监
管方式，给互联网金融企业发放
牌照。

“我们并不需要国家发一个
牌照，证明我们和银行有一样的
资格。”刘丰对此则并不认同，他
说，行业要先自律，做强自己。

专家>> 应给互联网金融企业发牌照

过去政府称“管理”，而现在讲“治理”，一字之差凸显了国
家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努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进入深
水区，诸如负面清单、单独两孩等等词汇成为民众持续关注的
热词，在专家看来，这表明改革已经从解决表面层次的问题，向
寻求制度规范上转变。

1日下午，互联网金融监管沙龙中，与会者探讨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 本报特派记者 王媛 摄

热词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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