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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烦苛，不是简单地做减法，而是要重构
规则，让规则简约透明，既有权威性又不会
捆住人们的手脚。

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因此要做

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2019 年的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外

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并再一次重申了要坚决避

免经济发展中出现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对于 2019 年政府工作来说，最大的风险，

当然来自于经济发展。政府工作第一位考虑的

就是决不能让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为此“必

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当然，这无

疑也会进一步加大政策抉择的两难多难的复杂

程度，尤其是如何防止顾了眼前、却损害了长

远发展。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反复指出，要

尊重规律，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多采用

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 

《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长期积累的风

险隐患要化解，对此要坚定不移，但应当是在

发展中逐步化解，尊重规律，讲究方式方法，

做到可控、有序、适度，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防止紧缩效应叠加。这些论述是很有针对性的，

是在总结了过去一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之后

得出来的结论。 

强调市场化和法治化，这背后其实是稳预

期。短期政策损害长远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因

为破坏了人们的预期。稳就业、稳金融、稳外

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六稳”个

个重要，但相对而言，前五个“稳”都可以归

结到稳预期，预期稳不住，前五个“稳”的效

果也会大打折扣。 

那么，预期出了什么问题？由于经济全球

化遭遇波折，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

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而我们在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工作

上的一些不足，尤其是在重重压力之下出现的，

执行过程中的简单化“一刀切”、不够精细，

或者为了短期效果，过多使用非市场化、非法

治化的手段。两者叠加在一起之后，又经过很

每年的全国两会都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件

大事。2019 年又格外不同，因为当今世界正处

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 年，我国发展面临

多年来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

新的下行压力，已经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这个

大变局的冲击力。 

《政府工作报告》用三个“面对”总结

2018 年复杂严峻的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外部

环境、经济转型阵痛凸显的严峻挑战、两难多

难问题增多的复杂局面。归结成一句话，那就

是，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因为中国经

济早已深度融入世界，全球经济的波动叠加我

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深层次矛盾和困难，问

题的集中暴露，让中国经济“稳中有变，变中

有忧”，也让政策抉择更多地处于两难多难的

困境之中。 

而 2019 年，环境更加复杂和严峻，可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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惮的违法行为，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任何“表

示”。 

因此，在破除烦苛中，重构规则是至关重

要的。破除烦苛，不是简单地做减法，而是要

重构规则，让规则简约透明，既有权威性又不

会捆住人们的手脚。规则不变，结果或者是改

革政策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落实不下去，

或者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变着花样卷土重来。 

这也就需要在政府工作中引入外部力量。

“十条价值法则”中的“服务绩效由群众和企

业来评判”这一条，表明国务院推行的很多改

革措施已经在引入第三方评价。从群众和企业

的痛点出发，倒逼政府部门改革，并把改革效

果的评价权交给群众和企业，这正是很多地方

的改革取得不错成效、从而变得可复制、可推

广的关键。多引入外部力量或者利益相关者的

力量，也会提高在两难多难局面下出台的政策

的可预期性。 

破除烦苛，迫在眉睫。

多似是而非的舆论发酵，导致很多人对市场化、

法治化的改革方向，甚至合法产权和财富的安

全感产生了疑虑、困惑和彷徨。 

其实，这样的疑虑、困惑和彷徨体现在很

多方面，整个社会“敢干事、能干事”的氛围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在转型升级过程中，

不确定感是一定会上升的，对未来的信心、对

方向的坚定，最终都要靠“稳预期”。用《政

府工作报告》的话说，把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保

持住、提上去，是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所

在。 

《政府工作报告》通篇充满了激发社会活

力的价值法则，大概总结一下，包括：放水养

鱼；政简易从；简除烦苛；对违法者依法严惩，

对守法者无事不扰；让企业家安心搞经营、放

心办企业；政务服务绩效由企业和群众来评判；

干部要把精力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为地方大

胆探索提供激励、留足空间，等等。 

这些价值法则的指向都是一样的，就是政

府怎么约束好自己，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良好

的环境。政府约束好自己，首先一定要破除掉

形形色色的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束缚。这些束

缚，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能痛感不明显，但

在经济社会发展“爬坡过坎”的时候，矛盾就

凸显了出来。 

大道至简，破除烦苛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

中之重。这与社会各界的实际感受是高度一致

的。仔细分析来看，政府工作有管得不到位、

管得力度不够的问题，但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

明，为政烦苛的时候，往往也是该管的却管不

好的时候。为什么说政简易从？因为规则越简

约透明，监管越有力有效。而为政烦苛呢？看

上去规定越来越多，却往往是本来就不够精准

有力的规则的复制而已。在很多监管领域，都

有这样的现象：那里可能有很多对细枝末节的

不必要的繁琐规定，但对所谓“大鳄”肆无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