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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去管，这样才能有所成效。现在属于此类的无

非人口超生、野蛮拆迁、群体上访、招商引资等。
基层政府要选择更加有效的治理工具

要取消使用“一票否决”制，让基层政府在治

理中卓有成效，就须考虑改善治理条件和选择更

加有效的治理工具。在整个公共治理中，基层治理

得好坏，包括治理工具的选择，无不和上级政府给

予的治理环境和条件有关。地方政府应当采取“减

压多予”的策略。“减压”就是将传统的压力型行政

转变为协商合作型行政。“多予”就是上级政府在

给地方政府规定事权时，应当考虑财权和事权对

等的原则。
对于基层政府来说，应当改变多年来粗放式

治理的习惯，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逐步走上精

细化、整体化治理的道路。要实现基层的优善治

理，制度化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取代片面的、负激励的“一票否决”可以改作

综合绩效评估。这种评估是以部门和个人的工作

职责为依据，通过设计可操作的、符合实际行政过

程的包含多种要素、不同权重的指标体系，全面、
客观的衡量部门和个人的工作绩效。

（邓摘自《人民论坛》总 351 期 严强／文）

警惕南海问题的转向

南海的和平，绝非仅仅是中国美好愿望或两

厢情愿就能办到。某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友好、合
作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地在南海单边行动，并利诱

区域外大国卷入，对中国逐步形成合围、夹击之

势。随着美国的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已成为中国

最棘手、最头痛不已甚至是难以面对的挑战。
6 月 18 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美国———越

南政治、安全、国防对话上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表

示，“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安全，以及自由航行

的权利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6 月 21 日，美日

两国政府安保磋商委员会（2+2）会议上，美日双

方外长以及防长出席并联合发表声明，其中指出，

要将“联手牵制中国”定位为两国最新的共同战略

目标，并明确要求中国在南海停止对他国船只采

取妨碍行为。在南海，正是美日等可能联手、联合

行动的优先方向。这些仅只是美国的深度卷入的

开始。

11 月 16 日晚，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美国总

统奥巴马宣布，将向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正式

派驻美军，并将配备各式先进战机、战舰。有分析

指出，这是美军自二战以来在澳洲的最大规模部

署，将使美国获得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支

点，同时美军也拥有了向中国南海投送兵力的前

沿阵地。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11 月 16 日访问马尼拉

时，称南海为西菲律宾海，并向菲律宾承诺免费赠

送第二艘海岸警备队快艇；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印

尼巴厘岛东亚峰会上菲美元首会晤时，称“彼此照

应”安全。不顾中国大陆反对，奥巴马将敏感的南

海主权争端搬到东亚高峰会上进行了“有力的讨

论”。南海问题似乎成了美国重整亚太格局的支

点，美国正步步围堵中国及卷入南海。与此同时，

日本、印度、俄罗斯及澳大利亚亦加紧了跟随美国

卷入南海的步伐。
中国现在正处于大国上升期。而从世界历史

规律看，大国上升期通常是大国利益扩张期。中国

向来爱好和平，反对扩张与侵略，但爱好和平不等

于会失去维护领土及主权的勇气与决心。中国政

府应在自己有能力、有实力的时候解决潜在问题

与隐患，否则遗害无穷，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这将

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解决南海问题，中国需要

更大的勇气与决心。如果不能应对周边国家的无

理要求与挑战，遏制有关国家单方面破坏《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的行为，不能在地区内掌控主导权与

话语权，中国的大国地位恐将受到严重影响。因

此，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必须且应该有应对危机升

级的决心、勇气与能力。否则，南海问题将持续考

验或挑战中国的大国地位。
有关国家的屡屡挑衅是对中国战略底线的试

探，对底线的试探远远大于挑衅。所谓“温水煮青

蛙”，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在南海面临的是持续的

挑战和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如果中国应对挑衅

不力，那么区域内国家将纷纷群起而效之，这样，

力量对比更是进一步地向中国不利方向转变。应

该看到的是，表面上，美国的卷入让南海争端风生

水起，实际上美国在中东仍是无法脱身，或全身而

退。更何况，中国是美国唯一有实力且有能力的潜

在全球伙伴，中国手中有的是筹码，这是其它国家

无法奢望的。中美可以通过谈判、妥协与合作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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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
如果越南、菲律宾敢于带头扛大旗挑战中国，

势必进一步强化区域外强国围堵、遏制中国的意

愿与决心，也势必进一步拉抬周边国家挑战中国

的野心与能力。因此，要警惕在南海问题上产生不

利于中国的转向，在战略上主动应对，有所作为。

（汤摘自《南风窗》2011 年第 25 期 储昭根 / 文）

经 济

只有升级发展思维，

才能赢得中国经济新空间

章玉贵在《上海证券报》2011 年 12 月 15 日

刊文指出：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

工作任务来看，无疑，五大任务关键在于各级政府

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全面升级发展思维，采取切实

措施打造以内生性增长为主动力的发展模式。事

实上，今天的中国，经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

衡，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必须

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

险。如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

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风险，而民

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

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

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

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如果不能找到促进经

济内生性增长的相关动力，不能有效调动各个层

面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则今后五年乃至未来十年

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红

利与要素趋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既要

着眼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结构调整与民生福

祉，更要正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

外失衡持续加剧的事实，致力于破解制约经济中

长期发展的相关约束条件，切实加快要素价格市

场化改革，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全面落实以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思路。
笔者曾说过，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

内生性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

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因此，唯有有效经

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

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时，经

济持续快速增长才有经济学意义和国家意义。
这些年来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

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不彻底，高度依赖投资和出

口，未及时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相关改革进展缓

慢，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趋于停滞，已成经

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因此，决策层在具体的政策施行中不应过于

看重短期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着重思考

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

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政府理应切实扩大

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

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

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更好反映出资源的稀缺

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

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

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

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我们冀望，在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政府既

要通过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更要切实把握自身转型的时间窗口，着力推进

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确立政府在基本

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基本公

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地，通过深

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

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居民尤

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李摘）

从两桶油巨亏看垄断企业改革的紧迫性

周子勋在《中国经济时报》2011 年 11 月 28
日载文说，国家发改委 11 月 24 日披露数据显示，

9 月份炼油行业扭亏为盈，实现利润约 4 亿元。不

过炼油行业受全年原油价格整体高位运行影响，

前 9 月净亏损 11.7 亿元。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

是，此前，中石油与中石化的财报显示，前三季度

炼油业务亏损分别达到了 415 亿元和 230.9 亿

元，总计 645 亿元。但全行业亏损额仅是两大石油

公司亏损额的 1.8％。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悬殊巨大的数据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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