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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的

一句话非常亮眼，即“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

性”。这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多年来，以简政

放权为基本要义的多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

恰恰在于“简”和“不任性”。所谓“简”，就是指

精简政府职能，让其别管那么多、那么细；加强

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向地方、市场和社会放

权。所谓“不任性”，就是指政府及其官员要依

法行使权力，而不是选择性执法、用权，利用权

力寻租。

同目标、多轮次的改革，在体现简政放权

重要性的同时，更反映出简政放权改革的难

度。在很多人看来，简政放权改革之所以常

被以各种方式“打折扣”，原因在于一些政

府部门和官员“念歪经”。没错，这确实是原

因之一。但根本性的原因其实在于，无论是

在改革设计还是在改革实践中，我们都没有

找到确定政府职能和权力边界的有效机制。

更直白地说，其实我们并不清楚，特别是在实

践层面不明白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应该“硬到

什么程度”？

在复杂、变化的决策环境下，政府及其官

员需要拥有一定的相机决策权，需要一定的灵

活处理、自由裁量空间。但天下从来没有免费

的午餐，在保留灵活性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

到，灵活性将为任意性留下空间；反之，为杜绝

可能的任意性，我们也可能不得不损失灵活

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

有“机会成本”意识，当我们使用权力机制办某

件事情的时候，要意识到被抑制甚至被完全放

弃了的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可能性，它们可

能有更好的办事效果和（或）更低的办事成

本。反之亦然。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为政府权力制定

负面清单，为的是让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

的 边 界 更 加 清 晰 ，特 别 是 在 面 对 强 势 的 政

府权力时，让市场和社会获得法律这层“硬

壳”的保护；为的是让政府及其官员做事有

边界感、分寸感，明确什么事情应该做，什

么事情不应该做，把市场、社会能干的事，

交给它们去做；为的是通过依法行政，压缩

政府“自我授权”和“自我解释”的空间，从

根 本 上 抑 制 政 府 机 构 自 我 扩 张 、官 员 权 力

自我膨胀的倾向。

大道固然至约至简，富有美感，但在实际

的改革操作过程中，我们不可能样样事都能手

起刀落、一清二楚。应该减少、保留和增加的

“权项”分别是什么，应该削弱、持平、增强的

“权限”又分别是什么？什么算“任性”，必须的

或者无可避免的“任性”是什么？对于这些问

题，并不是几句话归纳起来这么简单，而是要

有建设性的设计和耐心的探索。从这个意义

上说，如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简政放权、依法

行政既需要扎扎实实的干，也需要细致入微的

思。唯有如此，政府权力才会有更合理的边

界，也才会不那么任性。

政府权力有边界才能不任性
卢阳旭

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 CEO 李彦宏提

出两个提案：一是建议取消部分地区对商业机

构开展网络挂号业务的限制，加大医院挂号号

源上网的比例，大力扶持各级医院提升信息化

水平，提升医院运营效率，方便群众就医；二是

建议设立国家层面的“中国大脑”计划。以智

能人机交互、大数据分析预测、自动驾驶、智能

医疗诊断、智能无人飞机、军事和民用机器人

技术等为重要研究领域，带动传统工业、服务

业、军事等领域的融合创新。

且不论李委员提案的高见，就从解决百姓

“看病难”和建设“中国大脑”的动议看，既有百

姓生活、又有国家责任，值得点个赞。

以民心议国政，这是新常态下的好会风。

代表委员既要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也

要有“开门七件事”的百姓心态。既要为环保

立一部有牙的法，也要为马桶找一个国产的

盖。“世事洞明皆学问”，国事、家事、天下事，事

事洞明，才能够做到：政声、民声、大小声，声声

入耳。

“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大则过，火小则

不及。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应是几代人的努

力。求法上上，得乎上；求法乎上，得乎中；

求法乎中，得乎下。梦境需定上上，操作应

留余地。追求不可松懈，步履有张有弛。回

看中国几十年来，国势盛则民气兴，国势败

则民气衰。中国步入新常态，国势民气两相

旺。高屋建瓴议议国家战略，心平气和拉拉

家常生活。可以伟光正，杜绝假大空；接地

气，连民心。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向全

国人民汇报工作，那就看看哪些是百姓的心里

话、哪些是百姓要办的事。对于全国人民关心

的反腐，李总理说：“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

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春运刚过，交

通与老百姓切身相关，李总理说：“铁路投资

8000 亿以上。实现全国高速公路联网收费。”

众多的创客以他们年轻敏感的神经，去探触新

常态的神经，李总理说：“大力发展众创空间，

中小微企业大有可为，要扶上马、送一程，使草

根创新蔚然成风、遍地开花。”

还有没有没说到的？还有没有没说透

的？置中国于世界，看看咱们的位置；融国

事 于 生 活 ，摆 摆 自 家 的 日 子 。 代 表 委 员 济

济 一 堂 悉 心 审 议 ，草 根 百 姓 街 谈 巷 议 家 长

里短。

一国之事千头万绪，必须面面俱到；亿万

民众柴米油盐，人人息息相关。人民心系国

家，国家造福人民。这就是人民对《政府工作

报告》的要求，就是人民委托代表委员们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的标准。

以 百 姓 心 论 国 家 事
左朝胜

■两会观察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今

年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

非行政许可审批，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

市场活力的“乘法”；还道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

金句：“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我们对于“审批”，尤其是任性的“审批”，

再熟悉不过了：某地要建个公办的幼儿园，还

属于当地重点工程，项目审批盖了 133 个公

章，耗时长达两年，而实际建设才 1 年。全国

工商联关于行政审批改革的提案中讲到，有个

地产企业拿地投资 60 亿，由于审批手续迟迟

办不下来，被耽误一年不能开发，仅财务费用

就损失 7 亿。“环节多、耗时长、费用高、手续

繁”，是行政审批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此可谓

“中国式审批”。

权力都有其实现形式。比如“审判”是司

法权力的体现，而“审批”是行政权力的体现。

行政权力，属于公共财产，是公众让渡赋权的，

必须在严格的监管、约束、制衡下运行，不可有

丝毫的任性。可在实际操作中，审批是你来求

我，“主权”在我，“大权”在握；这审批权、发证

权，就是收费权、管控权。所以，依靠审批过日

子，恰是一些人最喜欢的。

审批是“门槛”，“门槛”出腐败。越是复

杂的、多“门槛”的、任性的审批，越有权力寻

租的空间。此前国家能源局为什么成为腐败

重灾区？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副司长成为巨

贪、家藏亿元？盖因这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几

个人审批全国项目。有审批，才有官家收费、

官员捞钱，“一笔审批”于是就变成了“双重

支出”。具有很高“腐败含金量”的审批“理

政”，是理不好政的。

真正的市场经济，要求凡是市场能调节的

就不统制，具体说就是不设审批。这就要求行

政权力“有所为有所不为”，退出对经济领域的

干预，最大可能减少审批权，转向以公共服务

职能为主的“小政府”。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得

法外设权，而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

有报道说，杭州市 2014 年的行政审批权

力清单从 14000多项减少到了 4000多项，这是

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的数据；而且杭州还将建立

动态调整机制，继续推进权力的瘦身。坐等审

批应转为下马服务，这样才能真正打破权力场

域中的惯习，激发市场活力。

对不当权力的放弃，是真正的“去私”。

放弃不当权力 激发市场活力
徐迅雷

3 月 5 日，全国人大代表、交通运输部部

长杨传堂列席会议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开幕会。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家人连续三

年摇号买车都没摇上。

仿佛是无意中的默契，全国政协委员、农

业部副部长牛盾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本人也

吃转基因食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航局

局长李家祥接受采访时称，“我坐飞机也延误

过”。有网友调侃，不知道教育部长、国家卫

计委主任怎么说？虽未见教育部部长有过类

似表态，但几年前，时任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

中心某处处长曾感叹：“现在中小学生学习很

苦，自己的女儿为了应试，不得不牺牲心爱的

书画特长，转攻奥数和英语。”

不难判断，三名官员直陈心曲，如此坦

诚，或能产生一定效果，那些不满或疑虑的人，

兴许从此对官员们多了一些理解。这些官员

要么是全国人大代表，要么是全国政协委员，

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直面舆论质疑。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代表委员参加两会本应该

尽职尽责，真诚回答记者提问，面对转基因食

品、飞机晚点等舆论关心的焦点话题，不回避、

不遮掩、不撒谎，本是履职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这些官员除了是代表或委员，还是

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杨传堂是交通运输部

部长，牛盾是农业部副部长，李家祥是中国民

航局局长。这种身份就决定了他们不能止于

简单回应，更应该依法用好手中权力。比如

飞机晚点究竟有哪些因素，能不能提高正点

率？再比如经过研发、批准生产和上市的转

基因农产品是安全的，没经过研发、批准生产

和上市的转基因农产品呢？媒体市场披露市

场上销售的一些转基因食品并未经过批准，

谁来监管？谁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有识之士提出施政应有同理心。具体而

言，各级官员对社会民情要有感性的认识，这

种感性认识是要自己尽量以市民的角度，去

感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困难、他们的喜怒哀

乐，这叫做“同理心”。“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

失者在草野。”要知百姓疾苦，就该到民众中

间走一走，亲身体验一下民众的生活方式。

有的官员偶尔体验一下民众看病难、乘车难，

便深有感触。体验是好事，但不能止于体验，

体验之后更应该有动力和紧迫感化解老百姓

的实际困难。

“善为国者，爱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

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现代

文明社会，官员必须葆有最起码的民本意识，

更应该感受民众疾苦，并祛除民众疾苦；更应

该倾听民意，尊重民意。治理之道，莫要于安

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做到了忧民之

忧者，民亦忧其忧，不仅民众更信任政府，更

理解官员，也能共同找到“最大公约数”，凝聚

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施政应有同理心
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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