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不少地方加快了

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

改革步伐，不仅淡化对

GDP增速的考核，同

时也不再提GDP年度

目标增速。这既符合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也能引导广大干部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把更

多精力放到转方式、调

结构、促改革、惠民生

上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

作的主线，降成本是

其中重要内容。当前

降成本,首要的是降低

宏观成本，也就是通

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制

度成本。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2018.05.11 星期五
本版编辑：任丽梅 Email：crdzbs@163.com 热线：(010)56805062 0033评论ReviewReview

微 言 堂

天价茶 新华社发 曹 一 作

主动提醒 新华社发 徐 骏 作

□ 刘尚希

过去我国的发展是低成

本、低附加值，现在变成高成

本，但整体看依然是低附加

值。经济发展的成本越来越

高，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改革

滞后，制度成本高。

资源错配，投入多，产出

少，经济运行成本自然会高。

产能过剩意味着设备利用率

低，有大量的无效成本；杠杆率

高意味着财务费用过重，成本

就上去了；库存多导致资金周

转慢，也推高成本，这些都是资

源错配的成本。“僵尸企业”就

是典型的资源错配，杠杆率高

实际也是资金的配置出了问

题。要素不能市场化配置，不

能用在合适的途径上，会提高

整个经济运行成本，多数企业

难以幸免。

而社会诚信缺失，风险水

平上升，经济社会运行成本也

会全面提高。经济运行是相互

关联的，其中一个企业不守契

约，会影响一串企业。若许多

企业不讲诚信，则企业之间的

交易成本会大大增加。融资成

本高，也与诚信不足引发的风

险扩大直接相关。为规避风

险，过度的增信措施，如抵押、

担保、认证和公证等最终都会

添加到融资成本的账单上。

制度变迁迟缓，风险溢出

会导致成本上升。生产、生活

的成本本质上都是因风险转化

而来的。当定价机制不是按照

历史成本，而是按照未来的风

险来定时，公共风险水平就会

上升，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

都会变贵。高成本与高风险只

是同义的不同表述而已。

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

险水平，那就要加快制度创新

步伐，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

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

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

一是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

革。破除劳动力、土地、资金、

能源、科技等要素市场化配置

的体制机制障碍。要素的市场

化配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核心要义，也是提高供给体系

质量的关键。

二是加快国资国企改革，

大力破除“僵尸企业”导致的资

源错配。转向以资本为导向来

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通过

资本优化配置来夯实国有经

济。这需要转变单一以国企为

导向的国有经济发展思路，把

国有经济的微观基础从企业转

移到资本上来。

三是加快科研事业单位管

理体制改革，实现产学研的深

度融合，解放人才创造力。人

才是我国当前发展的根本制约

因素，要加快破除一切妨碍人

才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机

制。当前的事业单位体制对人

才培养、使用和发展产生了严

重束缚，亟待改革。

四是加快社会身份制度改

革，实现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

充分有效配置，增强人力资源

的内生动力。城乡身份、本地人

外地人身份、编制内编制外身份

带来了社会的不平等，应通过社

会化改革，实现所有社会成员从

“身份人”向“社会人”地转变。

五是加快金融监管改革，

减少金融扭曲，破除“钱多反而

贵”的悖论。资金的供需结构脱

节，与金融监管带来的扭曲密切

相关。金融监管不是针对所有

的金融行为和金融风险，而只是

针对产生公共风险的金融行为，

这需要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

新监管模式。好的监管不是在

前台吆喝，而是在后台分析，寻

找公共风险的蛛丝马迹。

六是加快财税改革，从收

钱、花钱方式的改革来倒逼国

家治理方式改革，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一个国家收钱、花钱

的方式，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治

理方式。财政支出结构固化、

资金使用碎片化，表面上看是

财政事务问题，从深层看是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需借

党和国家机构系统性重塑的东

风，真正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

中的基础性作用。

七是加强和完善法治，保

护产权，稳定预期，提升社会诚

信水平。如果说财政是国家治

理的基础，那么产权则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我国需

要彻底解决所有权清晰而产权

不清晰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

保护产权，稳定长远预期。

□ 林子文

近日，青海省决定新增

8 个县区取消财政收入、工业增

加值、固定资产投资、GDP等四

项指标的考核；在已取消GDP和

工业增加值考核指标的基础

上，今年对限制开发区20个县

的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取

消考核。28个县区取消GDP等

考核指标，实行以生态环保和

脱贫攻坚为导向的差异化考

核，无疑能引导相关县区立足

地区优势，推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干部考核体系是广大干部

干事创业的“指挥棒”“风向标”

和“助推器”，对干部起着重要

的导向作用、鞭策作用和激励

作用，也会对一个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长期

以来，GDP是我国许多地方考核

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甚至是

唯一指标。这种唯GDP论英雄

的考核体系，在推动中国经济

保持高速增长方面确实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也给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例如，在唯GDP论英雄的考

核指挥棒影响下，一些地方为

追求经济增速，对“短平快”的

政绩项目偏爱有加，通过大量

举债的方式来搞“政绩工程”，

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既

浪费了资源，也累积了债务风

险；一些地方不顾自身的发展

实际，盲目跟风发展重化工业，

以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换取

经济增长速度，走粗放型发展道

路，导致自身优势被闲置，资源

环境付出惨痛代价；个别地方为

了让施政成绩单更“好看”，甚至

明目张胆地搞数字造假。

要解决好经济发展中存在

的这些乱象，必须通过完善干

部的考核评价体系，彻底改变

许多地方在政绩评价中唯GDP

论英雄的偏好，让考核真正成

为指引高质量发展的“指挥

棒”，使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

绩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追求

高质量发展上来。

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加

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

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

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

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

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

断取得新进展。

当前，不少地方已经加快

了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步

伐，一些地方不仅淡化了对GDP

增速的考核，同时也不再提GDP

年度目标增速。一些地方还根

据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地方实

际，有序推进政绩考核改革，通

过差异化考核的制度性安排，

引导各地区各部门充分发挥优

势资源，努力实现“错位”发展。

这些考核体系的改革改变

了过去考核指标过多偏重于

GDP等经济指标的现象，既符合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能引导

广大干部摒弃唯GDP论英雄的

政绩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

更多精力放到转方式、调结构、

促改革、惠民生上来。特别是通

过实施差异化的考核，更加重视

对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

益等指标的考核，可以更好地引

导干部转变发展观念，改进工作

作风，防止和纠正不作为、乱作

为等问题；也能促使广大干部立

足本地实际，发挥本地资源优

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研究制

定更加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思

路，在保持一定合理经济增长率

的同时，找准工作的侧重点和着

力点，寻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

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群众

和历史检验的业绩。

□ 昕 原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前提

和基础,是促进农民脱贫增收的关

键所在,是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动力

支撑。推动乡村产业兴旺，不能

只考虑单一环节或单一线路，而

应构建起全链条共赢机制和互惠

互补模式；不能只设定一个产业

计划，而是要进行整体产业生态

规划；不能人为地切割产业属性，

而应切实融合产业价值。

那么如何在“融合”上下

功夫？

笔者以为，应推动城乡产销

实现融合。应通过销售和消费

来指导生产，并更好地将城乡产

销融合反映到乡村产业发展的

实践中去。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融合。

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一二三产业

融合、城乡产业融合是必经之

路。其中，供应链既是生产的管

理和指导方，也是销售的实施和

维护方。如果产业链上下游融

合将有助于打造产业生态圈，需

把乡村端、农民端、生产端纳入

到整体价值链中去考虑，并引入

服务者、科研者、营销者等。

发挥好大数据促进融合的

作用。应下大力气开发大数据

价值，与乡村的产业进行系统、精

准的对接，营造数据生成和指导

产销的场景。应加大力度对生物

数据、环境数据、物流数据、能源

数据、人力数据、固定与可变生产

资料数据、商品价格数据、生产生

活数据等进行综合处理，找到更

多经济关联和产业机会。

推动乡村经济载体的不同属

性加速融合。乡村经济的发展和

繁荣意味着主体和载体的多元化

和多维化，而生产和生活、投资理

财和保险、教育和就业等正在乡

村进一步融合发展。对此，需要

勇于创新和尝试，促进各类资源

互动，也需要尽快探索形成较为

成熟的商业模式和推广方式，更

好丰富乡村经济。

推动农业生产与体验的融

合。休闲农业、仓储物流服务、特

色旅游等新型都市农业发展趋势

日渐明晰，这些产业本身就需要

融合发展，需要在政策和配套服

务上对它们给予关注。应面向城

市消费者打造对农业的接受和欣

赏模式，形成都市农业品牌，提升

其对乡村经济的品牌带动力。

□ 梁建强 徐海波

近日，为了参加社保年

审，湖北省红安县一名90岁的

老人，不得不从武汉赶到红

安，而后坐在轮椅上被抬到位

于三楼的审核地点，“证明自

己还活着”。此事为窗口单位

敲响警钟：为民服务，不能只

见口号不见行动，减少群众奔

波之苦必须走心。

以往曾经出现过老人已

去世，但养老金却依然发放。

由此，各地出台了严格管理规

定。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与

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之间，

并非没有平衡点。社保年审

规定固然应严格执行，但探索

如何方便群众，尤其是让高

龄、重病、残疾等行动不便人

群享受远程认证、上门认证等

服务同样必不可少。

政策再好，如果只停留在

纸上，也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实

惠。对直接面向群众的窗口单

位而言，落实好建设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的相关要求，最

为重要的，莫过于把服务切实

落脚于日常具体事务之中，落

脚于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

工作之中，落脚于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的努力之中。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当

前，正值“互联网+”政务服务

逐渐推行之际，深化“放管服”

改革不在于多挂一条标语或

横幅，而是要把“马上办”“网

上办”“一次办”这些顺应群众

期待的好措施认真办好、加快

落实。因此，各地在强化政务

服务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应该

进一步下大力气提升工作人

员的责任心与服务意识，把好

事办好，把小事办牢。

□ 舒心萍

在不少地方，一些外形尺

寸与机动车无异的老年代步

车，不办理任何证照手续就能

大摇大摆地上路，成为公共安

全一大隐患。

老年代步车暴露出的问

题，并非今日才有。很多地方

的街道上，形式各异的三轮、

四轮老年代步车比比皆是。

不只是一些老年人在使用老

年代步车，很多中年人乃至青

年人也开着它上路，而且一些

老年代步车的设计制作越来

越“豪华”、宽大，但在道路上

行驶时却“无拘无束”，逆行、

闯红灯、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等，直接影响交通安全。

从人性化角度看，老年人

拥有一辆代步车满足出行需求

可以理解，但在维护公共交通

安全面前，却不能有特殊群

体。近年来，社会上一直在呼

吁对老年代步车加强监管，特

别是要加强对“三无”老年代步

车生产销售的管理及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由于对老年代步车

究竟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对其存

废的政策方向不明，很多地方

往往是治理一段时间后，老年

代步车保有量反而持续增加。

目前来看，老年代步车在

现实生活中确有一定市场，一

概禁止恐怕难以实现，但不能

没人管任由乱行，相关部门必

须加强对其规范和管理。首

先，应对老年代步车生产和销

售加强监管，对于无资质、无

标准的老年代步车禁止生产

销售，从源头上把好安全关。

其次，应加强路面交通监管，

包括出台相关法规，建立老年

代步车上牌登记制度，以及明

确发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标

准等，进一步规范老年代步车

上路行驶。

□ 佘 颖

4底，教育部发出紧急通

知，剑指当前占据未成年人注

意力的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

络文学等，预防中小学生沉迷

网络。与《通知》一同发出的还

有《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

封信》，该信提议“父母要承担

起第一任老师职责。”

2017 年的一项大规模专

项调查显示，有96.76%的学生

是在家上网（包括在朋友或同

学家的1.53%），上网所用工具

为手机的占71.14%。就此数

据来看，防止孩子沉迷网络，家

长要做好榜样。

第一，家长要做到上网有

度，尽量控制自己对手机和网

络的依赖。

第二，要约法三章。现在

很多课程学习、知识传递已经

高度依赖网络，一味禁止不可

能，但堵不如疏。家长应该同

孩子约定上网的时间、目的，比

如做完作业后可以看半个小时

动画片，并培养孩子自我约束

的能力，看半个小时之后自己

关机，不能耍赖看个没完。

第三，家长要同孩子一起

丰富家庭生活，让孩子领会现

实世界中的美好，让他们在放

下手机之后，发现更有趣的事

情、参加更有益的活动。比如，

全家人一起读书、下棋、做游

戏、干家务，与小朋友聚会、全

家一起旅行、参观博物馆、做志

愿者、看演出等。

当然，帮助青少年正确健

康地使用网络，不只是家庭的

责任，社会、学校以及青少年自

身都需要发挥合力。

“降成本”关键是要加快深化改革

以差异化考核引导高质量发展

乡村产业兴旺看点在“融合”

便民服务不能停留在纸上

老年代步车乱行岂能无人管

预防孩子沉迷网络家长要做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