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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

“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ꎬ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ꎬ它是“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本

质内容ꎮ “放管服”改革渊源上可追溯到延安时期“精兵简政”运动ꎬ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改革一脉相承ꎮ 这一改

革呈现了三个历史阶段的特征ꎬ核心议程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ꎬ重点是简政放权ꎬ难点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ꎮ “放管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国家职能理论的贯彻实践ꎮ “十四

五”开启之际ꎬ推进新一轮“放管服”改革要通过进一步优化改革设计ꎬ减少结构性交易损耗ꎬ加快向纵深推进ꎬ
以全面实现整体性的改革目标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ꎻ“放管服”改革ꎻ“十四五”开局ꎻ改革焦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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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中提出“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

理体系”的目标ꎬ要求“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ꎬ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

度”ꎮ〔１〕“放管服”改革融汇了当下中国改革的基

本命题ꎬ包含了政府体制改革、审批制度改革、经
贸体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对资源配

置发挥决定性作用ꎬ同时推动发挥好政府作用、

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会自治等在内的结构性

改革ꎬ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放管服”改革带来一系列

综合效应ꎬ为新时代全面推进文明与社会进步、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ꎬ也成为实现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乃至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动力机制ꎮ

一、“放管服”改革的历史起点与进程

“放管服”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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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改革的简称ꎮ 供给侧改革要求破除要素市场

化的配置障碍ꎬ改革政府行为供给方式ꎬ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ꎬ作为供给侧改革核心内容的“放
管服”改革ꎬ旨在推动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ꎬ促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ꎬ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ꎬ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ꎮ
这是一场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刀刃向内的政府

自身革命ꎬ〔２〕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建设新时代政府治理体系的根本性举

措ꎮ
(一)“放管服”改革的提出

在历史起点上ꎬ我国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ꎬ就已

经开始了具有“放管服”性质的改革ꎮ 五年中分

两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４９８ 项ꎬ国务院各

部门取消和调整的审批项目总数达到 ２４９７ 项ꎬ
占原有审批项目的 ６９. ３％ ꎮ〔３〕 而此前 １９８２—
２００８ 年的改革ꎬ则开上述“放管服”性质改革的

先河ꎮ 其时国务院组成部门数量从 ５２ 个减为 ２７
个ꎬ国务院直属机构从 ４２ 减到 １６ 个ꎬ国务院办

事机构从 ５ 个减到 ４ 个ꎮ〔４〕若从历史上溯源ꎬ“放
管服”性质的改革可追溯到更远的延安时期“精
兵简政”运动ꎮ １９４１ 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

会期间李鼎铭等 １１ 人提出“精兵简政” 议案ꎬ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实行精兵简

政给各县的指示信»ꎬ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发出

«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

的指示»ꎬ都对“普遍实行精兵简政”作出部署ꎮ
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ꎬ１９４３ 年

底基本结束ꎬ行政脱产人员压缩到根据地人口的

３％以内ꎮ
在现实起点上ꎬ２０１３ 年是全面启动 “放管

服”改革的实际起步时间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国

务院召开机构职能转变动员会议ꎬ李克强总理在

讲话中提出“该放的权坚决放开放到位”ꎬ“该管

的事必须管住管好”ꎬ“放和管是两个轮子ꎬ只有

同时转起来ꎬ政府改革才能顺利推进”ꎮ〔５〕 其时

“放管服”改革主要涉及“放权” “监管”两个概

念ꎬ“服务”概念尚未被并列提出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李克强到天津调研ꎬ在大营门工商所考察

市场监管时指出:“我们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简政

放权ꎬ把该由市场决定的权力放给市场ꎬ可以大

大激发市场主体增加供给的活力ꎮ 同时ꎬ政府有

效实施监管ꎬ也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ꎮ” 〔６〕这当中主要阐述“简政放权”和“实施管

理”ꎮ ２０１４ 年«政府工作报告»涉及“放管服”改
革主要强调两方面:一是“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

革ꎮ 进一步简政放权ꎬ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ꎻ二
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ꎮ 坚持放管并重ꎬ建立纵

横联动协同管理机制ꎬ实现责任和权力同步下

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ꎮ〔７〕２０１５ 年«政府工作

报告»亦尚未提出“放管服”完整概念ꎬ在工作总

体部署中强调“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

度”ꎮ〔８〕

完整提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目标的是 ２０１６ 年ꎮ ２０１６ 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重点做好八个方面工作”ꎬ第二项“加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ꎬ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中提出

“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

发展”ꎮ〔９〕这是最早的“放管服”改革目标的完整

概念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廉政

工作会议ꎬ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再次明确表述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完整概念

的同时ꎬ首提“放管服”改革简称概念:“一要深

化‘放管服’改革ꎮ 实践证明ꎬ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ꎬ既是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

造力的关键之举ꎬ 也是反腐倡廉的 治 本 之

策”ꎮ〔１０〕

(二)“放管服”改革的基本历程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内

容的“放管服”改革ꎬ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１３ 年 ３ 月—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是

“放管服”改革起始阶段ꎮ 主要特征:结合国务

院机构改革ꎬ全面推开“放管服”改革ꎮ
十八大后新一届政府把加快转变职能、简政

放权作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ꎬ即开始了放

管服改革的部署ꎮ 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提出把简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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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放管结合作为“当头炮”和“先手棋”ꎬ承诺五

年内将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压减三分之一ꎬ
后在两年内实现了这一目标ꎮ ２０１４ 年强化放管

结合ꎬ２０１５ 年又将优化服务纳入其中ꎬ形成了

“放管服”三管齐下、全面推进的格局ꎮ
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实施机构改革ꎬ分批取消、下

放了 ４１６ 项行政审批等事项ꎬ修订政府核准投资

项目目录ꎬ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ꎮ ２０１３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

机构改革的意见»(中发〔２０１３〕９ 号)ꎬ推动地方

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ꎬ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

项ꎮ 扩大“营改增”试点ꎬ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

性收费 ３４８ 项ꎬ减轻企业负担 １５００ 多亿元ꎮ 这

些改革为市场松了绑ꎬ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

２７. ６％ ꎬ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 ６３％ ꎮ〔１１〕 ２０１４ 年

国务院各部门取消和下放 ２４６ 项行政审批事项ꎬ
取消评比达标表彰项目 ２９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

认定事项 １４９ 项ꎮ 大幅缩减核准投资项目范围ꎮ
同时扩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ꎬ新设广东、天津、
福建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ꎬ两年内ꎬ国务院各部门取消

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共 ６００ 多项ꎬ行政审批事项

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目标提前实现ꎮ〔１２〕２０１５ 年«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

批事项ꎬ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ꎬ建立规范行

政审批的管理制度ꎮ”２０１５ 年取消和下放 ３１１ 项

行政审批事项ꎬ取消 １２３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

事项ꎬ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ꎮ 工商登记前置

审批精简 ８５％ ꎬ实施三证合一、一照一码ꎮ 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ꎬ优化公共服务流程ꎮ〔１３〕 对于地方

政府职能转变ꎬ当时提出了“接放管” 的概念:
“接ꎬ就是把中央放给市场的权力接转放开ꎬ把中

央下放给地方的职能接好管好ꎻ放ꎬ就是把本级

该放的权力切实放下去、放到位ꎻ管ꎬ就是把地方

该管的事情管起来、管到位”ꎮ〔１４〕

第二阶段:２０１６ 年 ３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是
“放管服”改革攻坚阶段ꎮ 主要特征:围绕处理

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ꎬ

“继续以壮士断腕的勇气ꎬ坚决披荆斩棘向前推

进”ꎮ〔１５〕

这一阶段“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改革向纵深发展”ꎬ〔１６〕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制度ꎬ在提前完成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三分之

一目标的基础上ꎬ２０１６ 年又取消 １６５ 项国务院部

门及其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ꎬ清理规范 １９２
项审批中介服务事项、２２０ 项职业资格许可认定

事项ꎮ ２０１７ 年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ꎬ全面

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ꎮ
２０１８ 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放管服”改革有

个总结:“五年来ꎬ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

４４％ ꎬ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ꎬ中央政府层面

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 ９０％ ꎬ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事项压减 ７４％ ꎬ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大幅

减少ꎮ 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缩减 ８０％ ꎬ地方政府

定价项目缩减 ５０％ 以上ꎮ 全面改革工商登记、
注册资本等商事制度ꎬ企业开办时间缩短三分之

一以上ꎮ” 〔１７〕

第三阶段: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是
“放管服”改革拓深阶段ꎮ 主要特征:以坚实举

措深化推进ꎬ步入“啃硬骨头”阶段ꎮ
这一阶段“放管服”改革主要是推进“五个

为”(为促进就业创业降门槛、为各类市场主体

减负担、为激发有效投资拓空间、为公平营商创

条件、为群众办事生活增便利)和“六个一” (企
业开办时间再减一半、项目审批时间再砍一半、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凡无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一

律取消)ꎮ 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ꎬ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

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ꎬ“深化商事制度改革ꎬ打
破行政性垄断ꎬ防止市场垄断ꎬ加快要素价格市

场化改革ꎬ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ꎬ完善市场监管

体制”ꎮ〔１８〕２０１８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针对

长期存在的重审批、轻监管、弱服务问题ꎬ我们持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ꎬ减少

微观管理、直接干预ꎬ注重加强宏观调控、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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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和公共服务ꎮ” 〔１９〕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起ꎬ建立起

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ꎮ 同时推出包括

提升通关便利度、降低口岸相关费用、压缩通关

时间在内的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相关举措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放

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ꎬ要求

“突出重点难点”ꎬ推动“放管服”改革取得新的

突破性进展ꎮ〔２０〕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及地方政府机构

改革顺利实施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大幅压缩ꎬ“证
照分离”在全国推开ꎬ企业开办时间得到压缩ꎬ工
业生产许可证种类压减三分之一以上ꎬ并推广自

贸试验区改革经验ꎮ〔２１〕２０１８ 年在 ４０ 个城市开展

营商环境评价ꎬ同时围绕与市场主体密切相关的

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信贷、纳税、办理

破产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内容ꎬ推动出台优化

营商环境的“硬举措”ꎮ ２０１８ 年世界银行公布营

商环境全球排名ꎬ在 １９０ 个经济体当中ꎬ我国从

２０１７ 年的第 ７８ 位上升到第 ４６ 位ꎬ位次跃升 ３２
位ꎬ成为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ꎮ
可以预见的是ꎬ随着 ２０２０ 年一系列国家治理目

标的实现ꎬ这一阶段的“放管服”攻坚目标将得

到实现ꎬ接着将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ꎮ
新时代推进改革的标志性事件ꎬ是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ꎬ提出全面深

化改革 ６０ 个方面的任务ꎮ «决定»提出全面深化

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ꎬ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ꎻ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

革任务ꎬ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

度体系ꎬ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ꎮ” «决
定»关于“放管服”改革核心议程和价值取向最

完整的表述是:
进一步简政放权ꎬ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ꎬ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

理ꎬ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ꎬ一律取

消审批ꎬ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
提高效率ꎻ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

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ꎬ一律下放

地方和基层管理ꎮ
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

等制定和实施ꎬ加强市场活动监管ꎬ加强各类

公共服务提供ꎮ 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

和能力ꎬ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
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ꎮ 推广政府购买服务ꎬ
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ꎬ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

制ꎬ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ꎮ〔２２〕

«决定»实施之后ꎬ无论是“权力清单”的推

出ꎬ还是“营商环境”的改善ꎻ无论是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ꎬ还是从沿海到内陆

“自贸区”的梯次设置ꎬ都是“放管服”改革在我

国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中的深度展开和重点

方面的突破ꎮ 毫无疑问ꎬ“十四五”时期我国“放
管服”改革又将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ꎬ要面临

诸多升级版的更为艰巨、更为系统的改革重任ꎮ
(三)“放管服”改革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改革

的延续

起始于新时代的“放管服”改革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改革一脉相承ꎮ 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

的:“放管服”改革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思路一脉相承ꎬ是“放开搞

活”历史经验的延续和发展ꎬ是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丰富实践的重要内容ꎮ〔２３〕

第一ꎬ“放管服”改革的核心议程ꎬ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未竟”事业或者说是当时未能展开的纵

深事项ꎮ 人们公认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以“改革”
标记的伟大时代ꎬ正是其时波澜壮阔的改革开

放ꎬ为今天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ꎬ使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ꎮ〔２４〕 “放管服”改革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市场化取向、简政放权导向改革

的历史性延续ꎮ 第二ꎬ“放管服”改革立足理顺

政府与市场关系ꎬ对行政权力进行规范、制约和

监督ꎬ无论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实行准入前准

入后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ꎬ还是打破垄断ꎬ
放松行政管制ꎻ也无论是降低融资成本ꎬ还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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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土地、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

供给限制ꎬ都是以市场约束为取向的政府改革ꎬ
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改革开放一脉相承ꎮ 第三ꎬ
“放管服”改革是结构性的改革ꎬ不是技术性的

修补ꎮ 从供给侧改革阶段性任务看ꎬ这种结构性

改革是要破除要素市场化配置障碍ꎬ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ꎬ促发社会主义生机和活力ꎬ这是我国

改革开放的本质精神ꎮ 认清这一点ꎬ不仅对于把

握“放管服”改革的性质、功能非常重要ꎬ还能有

效抑制改革中可能的偏差ꎬ抑制与“放管服”改

革要旨背驰的各种集权行为、管制偏好、强化审

批行为返潮等现象ꎮ

二、“放管服”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的贯彻与践行

　 　 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ꎬ“放管

服”改革是人民民主国体的本质要求ꎬ也是遏制

行政权力扩张、事权不断扩大、行政效率降低、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并滋生腐败ꎬ最终“为了追

求自己特殊的利益ꎬ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

主人” 〔２５〕这些与人民性相悖行为的撒手锏ꎮ “放
管服”改革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和

革命ꎬ牵一发而动全身ꎬ有效带动了价格、财税、
金融、社会事业等领域改革ꎬ使全面深化改革不

断深入ꎮ〔２６〕正是这种“政体”上的不断改革完善ꎬ
得以确保人民民主“国体”的马克思主义纯正

性ꎮ
“放管服”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硬核”和

进入改革“深水区”后的攻坚之举ꎬ也是“十四

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本质内容ꎮ 在根本上ꎬ
“放管服”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特别是

马克思主义政府原理的具体实践ꎬ负载着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的思想价值ꎮ
(一)对马克思主义“廉价政府”理论的贯彻

与践行

马克思指出:“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

存在”ꎬ〔２７〕在论述巴黎公社规模时ꎬ马克思强调

属于人民的公共权力规模要小ꎬ“公社应该成为

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ꎬ公社“应当作为法

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ꎮ〔２８〕对于政府职能和

这种职能的性质ꎬ马克思主张:“理应属于政府权

力的职能ꎬ应当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ꎬ
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勤务员来执行ꎮ” 〔２９〕 马克

思尤其强调必须防止公共权力“从社会的公仆变

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些机关ꎬ而其中主要的是

国家政权ꎬ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ꎬ从社会的

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ꎮ 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

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ꎬ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

内也可以看到”ꎮ〔３０〕

１８ 世纪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
提出了“廉价政府”的分析ꎬ马克思认为“廉价政

府”在限制公权力、保护社会经济自主发展方面

具有历史进步作用ꎬ同时指出:“公社实现了所有

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ꎬ〔３１〕 因

为“公社是以大规模的节约ꎬ不但以政治改造ꎬ而
且以经济改革来开始其工作的ꎮ” 〔３２〕 马克思非常

强调政府行为要简化、简单ꎬ“像一切伟大事物一

样”ꎮ〔３３〕“放管服”改革是我国人民民主国体和人

民性的本质要求ꎬ是践行马克思主义“廉价政

府”理论的必然要求ꎮ 人类经验表明ꎬ行政机构

经长期积淀后ꎬ会产生扩张态势ꎬ行政审批权力

如雪球般越滚越大ꎮ 扼制这种“历史惯性”ꎬ压
缩行政规模ꎬ建设服务型政府ꎬ是一种历史难题ꎮ
“放管服”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全面提升公共服

务质量ꎬ遏制了行政权力扩张和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ꎬ在一定意义上遏制了公权力可能产生的偏

离ꎬ确保了政府行为和公共权力的人民性ꎮ
(二)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

贯彻与践行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国家的本质ꎬ界定了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ꎮ 国家产生于社会ꎬ“国家并

不是从来就有的ꎮ 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ꎬ而且根

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ꎬ〔３４〕 “国
家的本质特征ꎬ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

力ꎮ” 〔３５〕马克思强调国家从属于社会、为社会服

务ꎬ是社会的“守夜人”ꎻ同时强调要破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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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ꎮ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在德

国ꎬ对国家的迷信ꎬ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

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ꎬ“由于人

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

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ꎬ即通过国家

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ꎬ这种崇拜就

更容易生根”ꎮ〔３６〕

马克思强调:社会才是历史的本质力量ꎮ
“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ꎬ把它从统治社会、压
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ꎬ社会

“也就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

物”ꎮ〔３７〕“放管服”改革不仅包含了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社会、在市场取向下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

作用等全球性前沿探索ꎬ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

社会关系理论的体现ꎬ凸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

本位”思想ꎮ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为
人民服务”ꎬ１９４４ 年发表«为人民服务»ꎬ党的七

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章ꎬ成为全

党的根本宗旨ꎮ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７ 日ꎬ毛泽东在延安

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指出:“党中央提出的

精兵简政的政策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ꎮ”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ꎬ我
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

主义最基本的道理”ꎮ “放管服”改革实质是政

府自我革命ꎬ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

肉ꎮ 相忍为国、让利于民ꎬ用政府减权限权和监

管改革ꎬ换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释放ꎮ 它以

舍小利成大义、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ꎮ〔３８〕

这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取向、以社会公共利益为

立足点的一种使命、一种担当ꎮ 它不仅有效带动

了价格、财税、金融、社会事业等各领域的改革ꎬ
更在整体上促进了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

新ꎬ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思

想光辉ꎮ
(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自治”理论的贯彻

与践行

社会自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内

容ꎮ 马克思非常重视现代国家社会和国民的“自

治”ꎮ 在对巴黎公社的论述中ꎬ马克思多次强调

公社必须具有“自治”品质:“代之以真正的自

治ꎬ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

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ꎮ〔３９〕 恩格斯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指出:“以
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

组织生产的社会ꎬ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

去的地方ꎬ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ꎬ同纺车和青铜

斧陈列在一起ꎮ” 〔４０〕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ꎬ一个国

家只有在社会本位基础上的社会自治ꎬ才能真正

管理好ꎮ “放管服”改革通过简政放权、提升公

共服务质量ꎬ为发挥社会自治作用开辟了巨大空

间ꎬ它不仅解决了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历史

道义和权力正义问题ꎬ在更大范围内为融汇公共

智慧、建立“参与型治理”行政管理模式和社会

治理方式提供了可能ꎬ全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

“社会自治”思想ꎮ

三、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现实性与难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

道:“任务本身ꎬ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

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ꎬ才会产

生ꎮ” 〔４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中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ꎬ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ꎬ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ꎬ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ꎬ〔４２〕 而“放
管服”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ꎮ
在“十四五”开启之际乃至整个“十四五”时期ꎬ
“放管服”改革面临着诸多新的改革命题和深化

的任务ꎮ 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放管服”改革ꎬ就
要通过相应的战略设计和技术设计ꎬ把改革向纵

深推进ꎬ实现新的突破ꎮ
(一)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焦点与难点

我国 ４０ 多年改革解决的都是结构性问题ꎬ
因其牵涉面大、包含内容庞大复杂而主要基于

“第一界面”展开ꎬ现在需要深入到更纵深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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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细节的界面ꎬ这正是“放管服”改革面临的现

实任务ꎬ是这一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ꎮ “放管

服”改革的焦点ꎬ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ꎮ 如何既发挥好市场对资

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ꎬ同时又发挥好政府的作

用ꎬ实现“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都

硬ꎬ是这一焦点包含的基本内容ꎮ 十九届五中全

会强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ꎮ 建设职责明确、依
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ꎬ强调“国家行政体系

更加完善ꎬ政府作用更好发挥ꎬ行政效率和公信

力显著提升”ꎬ〔４３〕 只有深化“放管服”改革ꎬ这一

目标才可能实现ꎮ “放管服”改革重点是“放”ꎬ
实现真正的简政放权ꎮ 放得彻底ꎬ管得到位ꎬ服
得有质量ꎬ“放权”是第一步ꎬ为关键之举ꎮ 而其

难点ꎬ是加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ꎬ是行政体制

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ꎬ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必
须通过深化改革ꎬ进一步消除体制性障碍ꎬ切实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ꎮ〔４４〕４０
多年改革开放ꎬ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

本确立ꎬ但是“体制性障碍”“突出矛盾和问题”ꎬ
以及各种旧的思想观念、利益固化的藩篱ꎬ还相

当多地存在着ꎮ 同时ꎬ支撑我国发展的要素条件

正发生深刻变化ꎬ深层次矛盾凸显ꎬ处于结构调

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ꎬ到了“爬坡过坎”的
紧要关口ꎬ这也是新时代改革步入“深水区”的

社会内涵所在ꎮ
“放管服”改革核心是放权限权、压缩行政

事权范围ꎬ缩小政府规模ꎬ促进职能转变ꎮ 我国

于 １９８２、１９８８、１９９３、１９９８、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ꎬ
先后进行了七轮以放权限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ꎬ有着鲜明的时

代烙印ꎬ并一次比一次向纵深推进ꎮ 但应看到ꎬ
中国处于急遽的历史变革时期ꎬ政府包揽事务有

其动因ꎬ无论是行政事权还是行政规模ꎬ客观上

有一时难以逆转之趋势ꎬ“放管服”要突破瓶颈

向纵深拓进是个结构性难点ꎻ而改革越深入ꎬ触

及的利益和矛盾越多ꎬ难啃的“硬骨头”也越多ꎮ
从更长远的历史过程看ꎬ改革是艰难的历史

活动ꎮ 任何现存秩序一旦固化ꎬ就难以撬动ꎮ 任

何真正的改革要打破现存秩序ꎬ进行结构性变

动ꎬ就会形成巨大的交易损耗ꎬ产生新的利益损

益ꎬ这是历史上许多改革艰难乃至失败的缘由所

在ꎮ 一定意义上“放管服”改革是一场“悲壮的

改革”ꎬ其难度之大、障碍之多、阻力之强ꎬ应得到

足够的评估ꎮ 在此基础上ꎬ才谈得上形成包括进

一步深化的重点方位和着力点选择在内的应对

之策ꎬ才能形成相应的改革总体战略设计和改革

过程的技术设计ꎮ
(二)进一步健全“放管服”改革的知识体系

和科学认知

应实事求是地看到ꎬ在各地行政系统中对于

“放管服”改革的根本性取向和这一改革的伦理

正义ꎬ并未形成完整和全面的科学认知ꎻ同时“放
管服”改革的理论支点亦未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

系ꎮ 一些地方在“改革” 的名义下实际扩权加

剧ꎬ政府“管事偏好”得以张扬ꎬ行政审批返潮ꎬ
“优化营商环境”举措下实际管制增多ꎬ各种“逆
改革”纷呈沓至ꎬ这当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认知

体系和知识体系的不健全ꎬ亟须作思想方法论层

面的提升ꎮ
第一ꎬ要在各级政府进一步普及政府事权之

道、治事之道的科学认知ꎮ 很多领导干部的既定

思维是认为政府管事越多ꎬ能力就越“强”也越

“勤政”ꎮ 这促使一些地方的行政事权持续处于

扩张态势ꎮ 在这种观念中推进真正的“放管服”
改革是不可能的ꎮ 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

的科学认知ꎬ政府是为解决市场和社会自身解决

不了的问题而存在的ꎮ 凡是市场能解决的、社会

能承担的ꎬ理论上都不属于政府事权和职能的范

畴ꎮ 政府“强”不在于管事多ꎬ而在“管好”该管

的事、不包揽一切而能把一切治理好ꎮ 政府管事

多、无所不包模式不仅是低绩效的ꎬ更是腐败的

渊薮ꎮ 无论是传统政府理论ꎬ还是 ２０ 世纪新公

共管理理论都看到了这一点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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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践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府职能理论ꎬ实
现对传统政府理论的超越ꎬ它强调人民的法理地

位和公众参与治理的法理价值ꎬ对于政府职能有

着更为清醒的认识ꎮ
第二ꎬ对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事权进行全面

清理ꎮ 要像财务审计那样ꎬ厘清政府事权和实际

管事的内容ꎮ 清理应分出三种:(１)政府职能必

须承担的事务ꎻ(２)政府可承担可不承担的事

务ꎻ(３)政府不应承担的事务ꎮ 后两类要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放”ꎬ还权市场和社会ꎮ 清理废除

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ꎬ还
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要素的直接配置ꎮ〔４５〕 前几

年各地制定和晒出“权力清单”ꎬ对制约行政事

权膨胀发挥了一定作用ꎮ 但同时陷入权力自我

裁量、自我认定的“怪圈”ꎬ造成同一部门在各地

之间、横向之间事权宽窄不一ꎮ 政府事权是由职

能决定的ꎬ而职能的确定ꎬ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和市场对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

基点ꎮ〔４６〕要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来减少行政事权ꎬ
形成市场功能和政府作用协调促进的治理格局ꎮ

第三ꎬ在各地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课程

设置中强化“放管服” 改革的知识体系ꎮ 客观

说ꎬ目前各地大部分干部培训课程体系的着力

点ꎬ与“放管服”改革理念尚未真正形成“同心

圆”ꎬ至少存在“不对称”的问题ꎮ 大部分干部培

训课程基点都建立在如何统管社会、统管一切的

理念上ꎬ是一种“统管型”取向ꎮ 有的把“责任”
“担当”等ꎬ理解为怎样更多地管人管事管社会ꎮ
而相信权力、依赖权力ꎬ一切由政府管、凡事须经

层层审批等的认知根深蒂固ꎬ从教材、授课到教

育理念ꎬ都是这样输入的ꎮ 甚至教育系统中的职

教人员本身ꎬ尚未完全更新或建立与新时代相适

应的科学认知ꎮ 这是推进“放管服”改革难点所

在最为深层的原因之一ꎬ亟须实现认知体系和知

识体系上的革命性变革ꎮ
(三)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要处理好几

个重要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统一部署与结合实际创新的

关系ꎮ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ꎬ公共治理具有统

一性ꎬ重大公共决策具有高覆盖性ꎮ 由于幅员辽

阔ꎬ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极差”大ꎬ行政效率的空

间递减是个客观问题ꎮ 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ꎬ统一部署投放到不同地区ꎬ
治理收益是不确定的ꎮ 区域性“政策损耗”一直

是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ꎮ 长线推

进“放管服”改革ꎬ就要强化地方政府作为改革

主体的角色ꎬ“一方面要提升中央政府的权威和

调控力ꎻ另一方面又要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

自主权”ꎮ〔４７〕

在“单一制”结构和幅员辽阔这两个特定条

件下ꎬ地方“放管服”改革再推进ꎬ贯彻落实好中

央统一部署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ꎬ依据实际情况

创造性地推进改革创新ꎮ 既要有战略性、贯彻性

的承接ꎬ又要有具体的创造性营运操作ꎬ在贯彻

实施中形成一种“再创造”ꎬ找到合乎本地实际

情况的突破路径ꎮ 要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ꎬ
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ꎬ深化简政放权ꎬ创新监管

方式ꎬ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ꎬ建设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 〔４８〕中ꎬ切实处理好中央统一部署

与各地结合实际开展改革创新的关系ꎮ 要按照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重构“央—地” 新型关

系ꎬ只有地方政府真正成为“改革中轴”和治理

动力站ꎬ才能有效推进“放管服”改革事业ꎬ释放

更多的地方活力ꎮ
二是要处理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的关系ꎮ “放管服”是一个整体ꎬ但第一步是

“放”ꎬ“放”是最难的ꎬ手上抓的东西不放ꎬ一切

后续都谈不上ꎮ 推进“放管服”改革ꎬ第一步是

各级政府要重点考察各部门究竟“放”了多少ꎬ
哪些该“放”未放ꎬ哪些能“放”的未一放到底ꎬ哪
些可以进一步“放大招”ꎮ “放管服”改革中出现

的普遍性倾向是“只下放复杂的、管理责任大的ꎬ
‘含金量’较高的仍然留在手中ꎻ有的放权动辄

上百项ꎬ但其中‘干货’不多”ꎮ〔４９〕 而一些业已被

裁剪的审批事项ꎬ又通过其他环节改头换面得以

出现ꎬ换了个“马夹”而已ꎮ 简政放权方面ꎬ首先

—８４—

　 ２０２１. ４学术前沿



要减少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授权的事权ꎬ裁剪多

部门重复管理的事权ꎮ 放管结合方面ꎬ重点要创

新和加强监管职能ꎬ利用新技术新体制加强监管

体制创新ꎮ 优化服务方面ꎬ重在转变政府职能ꎬ
遏制对市场和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ꎮ 市场的事

交由市场决定ꎬ减少对市场主体过多的行政审

批ꎬ降低市场主体的行政运行成本ꎬ促进市场主

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ꎮ
三是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ꎮ 我

国 ４０ 多年全部改革的重点ꎬ核心是如何处理好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ꎬ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

挥决定性作用ꎬ同时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ꎮ “十
四五”时期“放管服”改革再推进ꎬ就要在理顺政

府与市场关系上迈出新步ꎮ 市场不仅是资源配

置决定性手段ꎬ更是一种治理力量ꎬ要发挥市场

的治理功能ꎮ 行政之手要克制“管事偏好”ꎬ放
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ꎮ 凡市场

能解决的ꎬ就是“看得见的手” 应恪守的底线ꎮ
同时要在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上迈出新步ꎮ 政

府与社会的实际关系ꎬ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治理的

实际水准ꎮ 政府作为社会的产物ꎬ在与社会的关

系上ꎬ主要职能是掌舵而非划桨ꎬ是提供公共服

务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ꎮ 如前述ꎬ包
揽一切是一种高能耗、低绩效的治理陷阱ꎮ 诸如

金融、工商等领域的“条治”应向“块治”转型ꎬ淡
化和取消垂直管理体制ꎻ而在审计、环保等领域ꎬ
则应适当强化垂直管理ꎮ

四是要处理好“先行先试”与面上铺开的关

系ꎮ 我国改革开放一大特点ꎬ是通过一定范围的

先行先试来推开全局性的改革开放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ꎬ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我国首个先

行先试自贸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挂牌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公布ꎬ标志

着我国对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开

始ꎮ 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至今ꎬ我国自贸区建设呈现

由点到面、从东向西的扩展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广东、

天津、福建第二批自贸区获批ꎻ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辽

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第三批自

贸区获批ꎻ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海南自贸区获批ꎻ２０１９
年 ８ 月江苏、河北、黑龙江、广西、山东、云南第五

批自贸区获批ꎻ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北京、湖南、安徽作

为第六批自贸区获批ꎮ 目前我国自贸区总量达

到 ２１ 个ꎬ形成了由沿海到内陆的纵深扩展ꎮ 实

现了更充分的生产要素流动、国际自贸规则贯通

化和贸易便利化的“纵深跃进”ꎮ
自贸区试验探索的核心ꎬ是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ꎬ促进资源配置全球化、经济贸易

国际化、高速流通无障碍化ꎬ构建开放型的经济

新体制ꎮ 除了要围绕各个自贸区不同的试验重

点ꎬ形成不同特点的重点突破ꎬ以及自贸区之间

的协调联动外ꎬ还要处理好“先行先试”与面上

铺开的关系ꎮ 从我国第一个自贸区———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至今ꎬ“先行先试”已近

八年ꎮ “先行先试”的全部价值在于面上展开而

不在于“试”本身ꎮ 各类试点、探索、示范应处理

好点上“先行先试”与面上全面铺开的价值关

系ꎬ把探索着力点放在如何更多地提供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之上ꎮ 应形成这样的总体判断ꎬ即在

经历了 ４０ 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积累后ꎬ我国大

部分地区、大部分领域都已具备了“自贸区模

式”普遍化的条件ꎮ 要尽快把“自贸区模式”普

遍化ꎬ把已取得的经验在面上全面推开ꎮ 尤其在

经历疫情“大考”后ꎬ全球经济面临下行态势下ꎬ
有针对性地对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进行调整和重塑ꎬ构筑新的经济社会发

展动力ꎬ是贯彻新发展理念ꎬ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内在要求ꎬ是“十四五”时期“放管服”改革再推

进的题中应有之义ꎮ 在 ２１ 世纪第三个十年和

“十四五”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全面启动之际ꎬ以
更大气力和远见卓识把“放管服”改革向更纵深

拓进ꎮ

注释:
〔１〕〔４２〕«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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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ꎮ

〔２〕〔２３〕〔２６〕李克强:«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 转变政府

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ꎬ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１８ －０７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０５９６６. ｈｔｍꎮ

〔３〕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在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ｔｅｓｔ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３５７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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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 １９８２、１９８８、１９９３、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３ 年进行了七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ꎮ

〔５〕〔１４〕〔４９〕«李克强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会议上

的讲话»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９１００７. ｈｔｍꎮ

〔６〕李克强:«以改革开放促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和民生改

善»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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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１〕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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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８３５１０１. ｈｔｍꎮ

〔９〕李克强:«２０１６ 年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５ 日在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１６ｚｆｇｚｂｇ. ｈｔｍꎮ
〔１０〕李克强:«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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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
ｗｅｎ /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３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３８５５０. ｈｔｍꎮ

〔１５〕〔１６〕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５ 日在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ｐｒｅｍｉｅｒ /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１６ / ｃｏｎ￣
ｔｅｎｔ＿５１７７９４０. ｈｔｍꎮ

〔１７〕〔１９〕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５ 日在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７６６０８. ｈｔｍꎮ

〔１８〕〔２４〕〔４７〕〔４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ꎬ北京:外
文出版社ꎬ２０２０ 年ꎬ第 ２６、１２、３１、３１ 页ꎮ

〔２０〕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ꎬ提出对企业开办时间需要 ２２. ９
天进一步压缩ꎬ减并工商、税务、刻章、社保等流程ꎬ将银行开户

核准改为备案ꎬ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 ８. ５ 个工作日以内ꎬ五年

内压缩到 ５ 个工作日以内ꎮ 投资项目审批改革方面ꎬ五年内工

程建设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全流程审批时间压减一半ꎮ 破除

市场准入壁垒方面ꎬ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ꎬ缩
减清单事项ꎬ五年内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再压缩一半ꎮ

〔２１〕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５ 日在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ｐｒｅｍｉｅｒ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３７４３１４. ｈｔｍꎮ

〔２２〕«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通过)第四部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第(１５) “全面正确

履行政府职能”ꎮ
〔２５〕〔２８〕〔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６〕 〔３７〕 〔３９〕 〔４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７２ 年ꎬ第

３３４、３７５、４３９、３３４、３７７、４１６、４１３、３３６、４１１、４３７、８３ 页ꎮ
〔２７〕〔３４〕〔３５〕〔４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

民出版社ꎬ１９７２ 年ꎬ第 １６７、１７０、１１４、１７０ 页ꎮ
〔３８〕李克强:«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推进行政

体制改革转职能提效能»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ꎮ
〔４３〕«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

报»ꎬ«光明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ꎮ
〔４４〕«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ꎬ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４６０４２. ｈｔｍꎮ

〔４５〕«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

见»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００６２２. ｈｔｍꎮ

〔４６〕秦德君:«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活力»ꎬ«中国纪检

监察报»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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