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改革“空

转”、“拖延”或“疲软”的讨论渐渐

多了起来。

首先看看央媒的报道。《瞭望》

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全国多地调研了解

到，部分基层单位落实改革任务时，存

在“不想改、不敢改、不会改”现象，

致使改革流于形式。更有甚者，一些地

方改革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发文件、打报

告、做汇报的“纸面功夫”和“口头功

夫”，有的地方竟然把空转的上百件文

件当成改革“成绩单”。而《经济参考

报》记者近日在辽宁、黑龙江、河南、

山东等地采访发现,部分国企在改革发展

过程中有“不愿改、不敢改、不能改”

的“三不心理”，出现像寒号鸟一样

“不到绝处不求生”的状态。

再看看意见领袖是怎么说。著名经

济学家吴敬琏2月19日在50人论坛上说，

“最近一个月以来，出现了所谓的改革

空转现象，上级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

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学完，

第二个文件又来了，或者说改革成了

‘修辞’。”吴老认为，这种批评，有

一些可能不实，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

的警惕。

那么，中央又是怎么说的？显然

中央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2月23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个会议既强调要

当改革的促进派，又要当改革的实干

家，重点在于建立全过程、高效率、

可核实的改革落实机制，推动改革举

措早落地、见实效。“对敷衍塞责、

拖延扯皮、屡推不动的，对重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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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研究甚少、贯彻乏力的，要进行

问责。”开展问责，也说明改革的确

遇到了“执行难”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情况？除了怕担责、不作为、从文件

到文件的官僚主义习气之外，还有什么

原因值得重视？

其实，部分改革的虚化现象不是现

在才有的。记得前几年，人们在讨论中

有这样一个很高的呼声，就是部分改革

陷入停滞，是因为改革部门化了，要建

立一个超然性的更高权威的改革领导机

构。十八大后，深改小组的建立可以说

回应了这个问题，同时强调了顶层设计

的重要性。三年的实践证明，顶层设计

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一些宏观性的体

制改革比如司法改革、军队改革取得了

重大进展，就是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

改革要改谁？谁先改？从逻辑上说，这些问题必须有明确的回答，否

则改革就容易变得“屡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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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民生问题，也进入了中央深改小

组的视野，从而获得了比较快的解决，

比如身份证异地办理。

特别重要的是，最近，中央提出

“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核心是维护中央统一

集中领导。维护中央统一集中的权威，

也是改革加强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一

个强大的中央权威，对于破除特殊利益

集团对于改革的干扰，以及普适性制度

的全国推广，是非常必要的。

在这个背景下，改革出现空转、

拖延或者疲软现象，还是应当回到改革

本身。以前的文章，我们已经探讨过改

革的一些基本规律，比如改革的顺序问

题等。改革要改谁？谁先改？从逻辑上

说，这些问题必须有明确的回答，否则

改革就容易变得“屡推不动”。

事实上，改革的路线图虽然有了，

但在落地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越来越

频繁的争执和分歧。举两个最近的例子。

一个是关于油价问题。有这样一

个大家越来越习以为常的现象，即每当

国际油价下跌，大国企就会遭受一轮

质疑和批评。中石油就公开出来“喊

冤”，公开发文称，国内油价看起来比

较高，重要原因是油价中48%是各种税

费。

中石油说的肯定是事实。这方面的

数据不难查询。那么，我们就得讨论，

油价改革，到底是先砍税费，还是内部

提高效率？把主要问题定在哪里，改革

的着力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劳动合同法。

从这部法律诞生之时开始，争议声就

不断，一个很强烈的声音是这个法律

扭曲了企业行为，降低了企业的竞

争力，企业规避法律，最终并不利于

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请注意，发出这

个声音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不仅有企

业，还有经济学家、政府高官等。笔

者在工作中也接触到一些大企业谈过

这个问题，的确比较多的是用劳务派

遣制度来规避这个法律。因为是劳务

收入，普通劳动者的个税缴纳没有免

征额，也明显不公平。

看上去，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在推动

劳动合同法的修改。法律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在于，改革的出发点是更

好的保护普通劳动者，还是简单的解除

掉企业的枷锁？这样说，也是有理由

的，人们在谈论劳动合同法的弊端时，

总是有意无意和工资的“过快增长”联

系在一起，貌似是这个法律不仅扭曲了

企业行为，也导致了劳动者工资的过快

增长，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事实是不

是这样？工资的增长，恰恰是劳动力市

场的供需变化带来的，正符合市场的决

定性作用。劳动者获得的经济回报本来

就不多，因为市场的变化，有了一些增

长，怎么就成了企业竞争力下降的替罪

羊？说好的改革“获得感”呢？

在替企业着想的时候，不能用市

场化的理由去指责法律的问题，同时又

把市场变化带来的工资增长也当成是法

律扭曲的结果。这在逻辑上无法连贯一

致，背后还是对于改革到底要改谁，谁

先改问题上的“博弈”。改革再怎么顶

层设计，再怎么有统一集中的权威，现

实中的博弈总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理解

清楚了具体改革中的博弈情况，解决改

革的空转问题才更有针对性。

（作者系《南风窗》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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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十项试点”即将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