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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型政企关系
是新一轮改革突破口

中石化 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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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二中全会在两会前召开，实是

为两会定了调子。什么调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

改革有什么核心？调整政企关系；什么关系？政府和市

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调整政企关系，已经列为改革主题，意义重大；事

关国家大局，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途，任务

艰巨；事关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的命运，应当认真研究，

深化认识。

改革的实质和主线就是调整政企关系

从35年前揭开序幕，一场波澜壮阔的城市经济体制

改革一直持续到今天，这场改革的实质和主线就是调整

政企关系。

35年前的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企业还

都只是政府的附属物或一部分。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政企分开等一系列行动中开启了政企关系的革命。

20年前的1992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鼓舞下，

掀起了官员群体性下海创办企业浪潮，“九二派”企业

家群体的形成，就是这一阶段政企关系的形象化表述。

10年前的2001年底，以加入WTO为起点，政府开始

退出对经济的主导地位，理念上由“全能政府”向“有

限政府”转变，政企关系得到进一步调整。

30多年的政企关系调整，极大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

力，让曾经被僵化政企关系严重束缚的企业创造并释放

出巨大的能量。

在现代经济发育状态下，企业是财富最基本、最重

要的创造者，也是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持续激发企

业的财富创造意愿、能量和潜力，是一个经济体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

伟目标。在“成本红利”已经终结，“人口红利”出现

拐点的现实条件下，加快推进新一轮改革，通过创造更

大的“制度红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以新型的政企关系进一步激活企业的财富创造力，是实

现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双翻番”的必然路径。

权力部门已经成为改革的最大焦点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

源和财富。这同时也意味着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对更多

的资源和财富拥有了处置权。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相

比，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更多受着人为因素的制约和影

响，不仅会严重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错配等问

题，而且会导致利益的非法输送等腐败行为，造成严重

的社会不公。

从现实来看，十八大提出推进下一步改革以来，改

革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对于改革方法和

路径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人们期待的真正突破尚未出

现。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些政府部门掌握着

巨大的资源和财富处置权，利益部门化、个人化的问题

普遍存在，权力部门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

体，盘根错节、铁板一块，谁都不情愿放弃自己的权力

和利益，权力部门已经成为改革的最大阻碍。事实上，

权力过分集中

已经不是个别

问题，已经普

遍 化 、 长 期

化。时间拖得

越久，既得利

益者的群体和

能 量 就 会 越

大，改革的难

度和代价也会

越来越大。

（下转第七版）

尊敬的读者：
因全国两会召开，本报下期于

2013年 3月 9日出版。特此通知。
《中国企业报》编辑部

2013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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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

必然要求，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

开、政社分开，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建设职能科学、结

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以职能

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

机制、提高行政效能，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对减少

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

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减少专项转移支付

和收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改革工商登记制

度、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加

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强依法行政。

———摘自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公报

30年过去了，中国石化

总公司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新组建公司，发展成世界

500强第五名、中国企业 500

强第一名的国际知名能源化

工公司。中国石化用了一代

人的时间成功赶超他们的百

年历程，这个路是怎样走过

来的？ G05—G08

陈锦华：中国石化 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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