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限令依赖症”病根是懒政思维

买房限购限贷，开车限行限号，坐地
铁限流限入……如今，老百姓在生活中，

不得不面对诸多的“限象”。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种种“限象”已
经由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传染到一些二线
城市，由住、行传递到更多领域，由大念
“限字诀”上升到玩起“费字诀”，一些地
方的城市管理者“限”上了瘾，得了“限令
依赖症”。

一味依赖“限”， 其实是一种懒政思
维。“懒政思维是指原本该由自己做的分
内工作，却寄希望由别人来分担，这实际
是一种隐性的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限令轮番出台， 效果依然不彰，究
其原因，不是因为限得还不够，而是因
为城市管理者过于依赖“限”，没有从更
多的方面找办法。 不是认认真真找根
源，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是从公
共服务上转变思路找差距，而是简单地
限制市民的种种需求， 这实际上是懒
政、庸政的表现。

古时有一位外科郎中， 士兵中箭后
他只管剪去露在外面的箭杆， 至于肉里
的箭头，那是内科大夫的事，与他无关。

这种剪箭疗伤的逻辑， 其实就是典型的
懒政思维。 今天许多大城市因车多、人
多、雾霾多，患上了大城市病，如果仅靠
各种限制来解决问题， 与那位只管箭杆
不管箭头的外科郎中又有何异？ 到时大

城市病没治好，还埋下了病根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提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这也给懒政思维敲响了警钟， 那种只图
自己部门省事， 不顾群众是否方便的管
理思路，该歇歇了。

曾几何时， 中国百姓买衣帽、 买粮
油、 买电视都需要凭票， 这也是一种
“限”。但随着改革开放，物质生活极大丰
富，票证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可见，目
前的各种问题，并非无从解决。

城市管理者应摒弃懒政思维， 提高
自身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既要勤政，更
要善政，从改革中要路子，从发展中找钥
匙，才能多为百姓做实事。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３

日电）

□

新华社记者王宇华晔迪刘奕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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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多天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
幕，描绘了未来中国改革发展蓝图。

１００

多天后的今天———

３

月
３

日，全国政协
十二届二次会议开幕，中国又一次进入“两会
时间”。

“中国两会吹响深化改革进军号。”会外，

有媒体如此评论。

说形势，提建议。会上，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热议全面深化改革， 积极建言献策，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起磅礴
的正能量。

面对少有的复杂局面，唯有快马加
鞭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 成为
代表委员共同心声

当前，我国既面临许多有利条件和良好
机遇，又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
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
状况。

改革由问题倒逼而生。代表委员们提出，

必须充分认识当前的改革发展形势———我国
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如发展中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科技创新能
力不强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等。解决这
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以推动。

“利益固化的现象几乎无处不在，政府部
门利益、行业垄断以及各种既得利益群体，都
会结成牢固的‘藩篱’。”全国人大代表、清华
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指出。

“作为民营企业，去年以来，政府下放行
政审批带来的便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但发
展中还是面临很多制约。” 全国人大代表、山
西省潞宝集团董事长韩长安表示， 希望通过
这次两会，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民营企业待
遇方面有更大的改革力度。

“如果不改革现有经济体制上的问题、监
管方式问题，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难以
持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外部监事梅
兴保指出。

当前社会矛盾聚集， 不安定因素较多。

“这个时候更加凸显出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靠
发展，只有靠改革，我们才能解决问题，国家
才能长治久安。”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富华
集团董事长付华廷说。

快马加鞭，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回荡在会
场内外的最强音……

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
的要义———全面深化改革， 任重而道
远，必须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同时注意
改革的协调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新一轮改革高
歌猛进，节奏很快。短短

３

个多月时间，各地各
部门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热潮，

出台改革措施。

“中国经济的动力在于改革，企业生命在于创新。”在连任两届全国人大
代表的河南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沁新看来， 十八大以来尤
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出台这么多改革举措，可谓多年少见。

今天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积极，也要谨慎———

推进改革并非易事。此前，经过
３６

年的发展，中国前一轮改革的红利几
乎释放殆尽，新旧问题交织，来自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使这场改革尤其艰难。

改革已进入到全面触及利益格局、 利益关系调整的新时期， 中国面临
“历史大考”———国家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 经济转型到了消费主导的关节
点，社会转型到了能否有效化解利益冲突的临界点。

“在这一关键时刻，特别要注意处理好各种关系，注意改革的协调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一直从事改革研究。

他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与过去最大的区别， 是全面深刻复杂的利益关系调
整。改革进入攻坚期，面对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
方利益等相互博弈，任何一项改革都要破解错综复杂的矛盾，都要突破认识
和利益的掣肘。

“我们必须全面、系统、准确把握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

全国政协委员张来斌说，推进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
帜的邪路，这是改革的政治底线，也是改革的正确方向。

“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三个导向”即市场导向、问题导向、民生导向。

只要这样，就不会走错方向。”他说。

改革攻坚战形势逼人，深化改革时不我待———将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决策和部署上来，加快改革步伐，向深化改革要动力

历史经验表明，机遇稍纵即逝，必须紧紧抓住。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 惠州抓住机遇实施“大项目带动大发
展”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主动承担一系列国家和省改革试点，发展活
力不断增强，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只有牢固树立机遇意识，才能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抢占制高点，喝上
头啖汤。”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委书记陈奕威说，抓住机遇，趁势而上，就能
增强发展优势、激活发展潜能。

２０１４

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的开
局之年。面对繁重的发展任务，当务之急是形成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力量。

代表委员们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事关全局、任务艰巨、影响深远。各级党
委要把全面深化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

凝聚改革的强大合力，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强保障。

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中国新一轮改革，需
要实现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型：要从世界工厂的“打工者”走向全球资源的“整
合者”，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所有”、“中国创造”转变。

———迟福林委员预计，今后，全面深化改革会在五个方面有所推进：一
是要落实和形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配套的规划和行动计
划，进一步提高国家在经济建设、社会管理、法治进程方面的治理能力，这涉
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高度重视。二是进一步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三是混合制经济方面会有新动作，如国企改革，会进一步打破垄
断。四是继续推进价格改革，如资源价格和要素价格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
改革的推进，五是法治建设方面会有更多动作。

……

人心齐，泰山移。代表委员们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既不能急功近利、一
哄而上，又要防止徒陈空文、等待观望、裹足不前。对于中央重大改革部署的
落实情况，各地区各部门都应制定具体的督查计划，加大督查力度，着力解
决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确保政令畅通。

共识，在交流中进一步形成，方向，在讨论里进一步明确。

２０１４

年两会，注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征程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汇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推动“中国号”巨轮继续扬帆奋进……

（记者李斌、刘铮、王宇、王敏、刘敏、赵仁伟）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３

日电）

一“限 ” 怎 能 包 治 百 病 ？

———代表委员热议各种“限象”

道路拥堵不堪、住房供不应求、公共
交通难堪重负———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
程加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促进经济
繁荣的同时也带来各种烦恼。怎么办？于
是，限行、限号、限购、限贷、限流……“限
字诀”在各地轮番出台。然而，问题解决了
吗？“限象”，成为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热
议的话题。

“限”了之后，问题依旧
一项由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交通运

行报告显示，

２０１３

年北京全路网工作日平
均每天堵车

１

小时
５５

分钟，比上年每天多
堵
２５

分钟。这意味着，实施交通限行政策
已
３

年的北京，拥堵形势不仅没有明显改
善，反而进一步严峻。

“城市交通体系频繁发生严重拥堵，

给社会带来巨大时间与效率损失以及更
加严重的尾气排放、空气污染和公众‘不
幸福感’。”谈及交通拥堵，生活在北京的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深
有感触。

以“拥堵”为代表的交通体系运转问
题，在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已具普遍性。

２０１１

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出台包括汽车限
购、尾号限行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随后，广
州、天津、成都等城市接连出台类似政策，

以期缓解日趋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

但形势并未因此改善。“以摇号限购
等方式控制机动车总规模上升，充其量不
过是推迟交通系统‘堵死’状态到来的时
点；中心区大幅提高停车费标准，也只能
起一点有限的缓解作用。”贾康说。

除了限行，还有限购。据记者不完全
统计，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作为一系列房地产
调控政策的重要一环，限购、限贷、提高房
贷首付比例等具体措施已先后在

４０

多个
城市出台并实施， 以期缓解住房供需矛
盾，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然而，客观现实却
是，去年

７０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除温
州外

６９

个同比上涨， 最高涨幅达到
２１．９％

。这其中，为数不少的城市，房价相
比
３

年前各地集中出台限购政策之时，已
几近翻番。

“限”字并非万能多少刚需被
误伤

一些接受采访的市民认为，限购、限
贷、限号、限行的频繁使用，一个直接的后
果就是误伤部分刚需消费者，同时可能会
积累更多问题。

３０

岁的冷先生一直想在北京换个大
一点的房子，在他看来，限购、限贷一方面
无法从根本上抑制炒房，另一方面也会伤

及改善型住房需求。

“就拿银行限制贷款来说，这根本限
制不了资金雄厚的炒房团，限制的只是那
些因为孩子上学、子女结婚等想要贷款换
房的人群。可如果解除限令的话，房价一
定会报复性的反弹。”冷先生说。

全国政协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
部长仇保兴认为，从近期少数热点城市又
有“地王”出现，并呈现住宅成交量上升和

房价回涨的势头看，现有调控政策主要是
基于以户籍限购和房产交易税为主的短
期政策已呈现明显缺陷，一旦“被微调”，

就有可能会出现房价反弹甚至暴涨局面。

“限购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房
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清
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分析指出，限购在短期
内确实起到了控制房价大幅上涨的作用，

但也影响到了一部分改善型需求，并且可

能会导致房地产市场进一步萎缩，从而影
响上下游产业。

“有时，限是需要的，但不宜乱用。”贾
康委员认为，尽管有关方面在政策推行方
面做过诸多社会解释性工作，但仍然面临
诸如社会公平性方面的争议，尤其是在政
策并未取得符合社会预期效果时，争议之
声还可能高涨，政府念起“限字诀”当慎之
又慎。

“法无授权不可为” 防范从
“限字诀”转向“费字诀”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效果自然不
会太好。”蔡继明代表说。

在“限令”不断出台的同时，一个新
的动向也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些城市
的管理思路，正从念“限字诀”向“费字
诀”演变。

去年秋天，一则关于“北京、上海正在
研究征收拥堵费”的消息，引起了两座“大
堵市”市民的普遍关注和担忧。

“不能一出现问题， 就让市民埋单。”

有网友说。

“对市场主体来说， 法无禁止即可
为，对政府部门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

设限、收费这样的城市管理方式，显然与
当前我国简政放权、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相距甚远。”全
国政协委员、 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
文彰说。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３

日电）

□

新华社记者

□

新华社记者孙铁翔宗巍熊争艳

老 何 所 依 ？

———代表委员对“中国式”养老的三大期待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超
２

亿， 占总人口
１４．９％

；

平均
５０

个老人“摊”

１

张养老床位；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月人均
８１

元，不
及农村低保一半；

……

不知不觉中，老龄化的“银色浪潮”来
袭，养老压力日益凸显。老何所依？这个问
题不仅牵动着每个家庭， 更考验着政府、

社会的智慧与决心。参加全国两会的部分
代表委员纷纷为“中国式”养老献计献策。

期待一： 养老金涨幅跑赢
ＣＰＩ

，

双轨制改革需要时间表
“幸亏养老金年年涨，让基本生活有

了保障。” 今年
７６

岁的林秀文家住长春市
正阳街道延寿社区，谈到近些年不断上调
的养老金，她十分欣慰。

由于老伴去世早， 自身还有冠心病，

每月能领到
１０００

多元养老金的林秀文生
活并不富裕。仅药费开支每月就要四五百
元，日常生活开支都得精打细算。

“虽然近年来养老金‘十连涨’，但由
于物价上涨等因素的抵消，养老金上涨的
‘含金量’有限。”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康乃
尔集团董事长宋治平说，“城市退休人员
的养老金水平算是高的，更大的养老金差
距还存在于城乡之间。”

据人社部统计，

２０１３

年我国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金月人均达到

８１

元。而民政部统
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我国平均城市、农村
低保标准分别每人每月

３５２

元、

１８９

元。居
民养老金不及农村低保的一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全国人大代
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从长远

来看，要消除企业与公务员、城镇与乡村
之间的养老金差距，就必须进一步推进养
老金双轨制改革。

辜胜阻建议，一方面通过顶层设计推
进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养
老金的筹资水平和方式，通过增量改革和
结构调整来推动制度完善。 另一方面，要
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科学、细
致地对养老金调整制定“时间表”和“路线
图”，保障老年人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

期待二：养老院不再一床难求，

普通百姓进得了住得起
近期， 一则“想进北京最火养老

院———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要排
１００

年”的消息，在社会上引发热议。记者专程
前去了解情况。

“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夸张，但目前

我们的确已经不登记了。” 北京市第一社
会福利院一位工作人员十分肯定地告诉
记者。

“一床难求”并不是个别现象。据民政
部统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底，全国有各类养
老机构

４

万多家，养老床位
３９０

万张，仅占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
１．３２％

，平均每千名
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２０．６

张。

“养老机构缺失恰恰反映了养老市场
资源配置不合理，而供需矛盾是养老院难
进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全国政协委员、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任国胜说，

多年来，我国养老服务机构一直面临公立
养老院难进、私立机构价格偏高的局面。

全国人大代表、通化市市长田玉林认
为，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就是要大力推
动养老服务业发展，根据现实需求，进一
步扩宽资源配置渠道，并积极促进政府与

民营资本在市场中“雨露均沾”，推动建立
真正的市场化养老机制。

“在理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体制机制
同时，进一步降低民营资本进入的‘门槛’

和生存成本，准许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
机构，实现医养结合，也是缓解‘入院难’

的有效途径。”任国胜说。

期待三： 养老方式多样化空
巢老人有选择

“我父亲
６８

岁退休，一直到
８０

多岁，每
天都要写东西， 怎么可能去养老机构呢？

他肯定要在家写作、会客、查资料，养老院
条件再好他也不习惯的。” 面对当前形式
多样的养老方式，全国政协委员李东东认
为，相对方便、宽松的居家养老、家庭养老
仍是大多数老年人的选择。

“居家养老”、“家庭养老”、“以房养
老”、“候鸟式养老” ……当“银色浪潮”来
袭，各种养老模式也在种种噱头之后诞生。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
任吴玉韶介绍，我国的基本养老方式主要
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服务为依托、

机构养老为支撑。

然而，全国老龄办
２

月
２７

日发布北京、

深圳、上海、广州等
１０

大城市的老人调查
显示，

５１．１％

的被访者为空巢家庭； 一半
老人自述有高血压病；

８０

岁以上被访者的
丧偶比例高达

５３．７％

，老人的居家照料问
题突出。

部分代表委员认为，靠政府托底打通
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繁荣养老市场才可
能提供适合老年人的养老选择。

任国胜建议，政府可考虑对养老服务
业进行战略性布局，鼓励市场化解决方案
的同时， 对各种养老形式进行政策监管，

并培育养老市场高中低档分层需求，更好
更快地应对“银色浪潮”的冲击。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４

日电）

□

新华社记者华晔迪王宇张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