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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解读 

研发中心 赵卿 

三中全会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受到

了各方关注，各项改革细则超出市场预期，决定强调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党的建设制度方面的改革，对经济和资本市场影响深远，

投资者对改革重点期待较高，对相关主题板块投资展现了较大热情。长期来看，

改革将提升社会效率，帮助经济更健康地发展，极大改变中国经济社会面貌。 

本次《决定》涵盖了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简政放权，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决定》里最瞩目的改革是提出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将市场的基础性作

用转变成决定性作用，明确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将政府定位为市场监督和裁判，

可以保障公平竞争，预示着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 

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

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

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步阶段，政府干预可以快速集中社会资源

发展经济，但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府的过多参与会阻碍经济发展。

政府需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放手让微观经济自我发展，清理减少行政审批事

项，为市场运行提供平稳健康的大环境。 

 

二、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空间 

   《决定》中提出：“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

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

将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与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相同对待，这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提供了制度保障，稳定了国内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的信心，减少移民潮的出现。

同时决定还鼓励非公有资本在混合制企业中控股，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毫无疑问，

这些规定将再次激发民营资本参与国企重组的热情，未来非公有制经济将迎来更

大地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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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中推进国企改革 

   此次《决定》中关于国企改革的部分可谓迈出了较大一步。首先在监管和运

营模式上有了重要创新，决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并组建若

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另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

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

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但行政垄断

必须破除。目前，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国企改革刻不容缓，此次改革路径清晰，

与之前相比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四、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决定》关于金改着墨不多，但言简意赅，任务清晰详实。金改的总原则即

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包括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系统、设

立银行，对外开放包括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及金融交易可

兑换程度、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这标志着民资设立银行进入实质性阶

段。这对民间资本是一大利好，对于缺乏金融资源的中小企业更是利好，大大提

高获得资金的可能性。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意味着浮动比例可能进一步放宽或至取

消。金融改革还提出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这将

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也意味未来将允许激进的、不安全的中小银行破产。 

金融改革还深入到资本市场领域，提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

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

比重。”股票发行注册制是 IPO发行机制的重大转变，国外市场普遍实行注册制，

这将降低资本市场进入门槛，并加大资本市场淘汰机制约束，使得资本市场优胜

劣汰常态化。这对投资者和实体企业都有实质性的利好。 

 

五、加快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此次方案亮点较多令人振奋，较上届

三中全会方案更为全面完善。这表明了本届政府对土改的坚定决心，这将推动农

村经济飞速发展进一步提高农民财富和生活水平。 

此次《决定》“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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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

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这明确了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农地入市可令土地供给增加，有利于平抑

地价和房价，将改变大量耕地、宅基地闲置状况，也使得农民财产权益得到提高，

激活农村经济，促进城镇化发展，也将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业大规模集约化

经营。 

 

六、启动单独二胎政策 

《决定》指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

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 30多年

来，人口规模得到有效控制，人口有了优化发展。但目前我国老年人口比重持续

攀升，老龄化现象愈演愈烈，劳动人口大幅减少，人口红利面临“拐点”。据统

计目前中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占 13.26%，比 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 2.93个百分点，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8.87%，比 2000 年人口普查上升 1.91 个百分点，中国

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面对新的人口结构，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可以增加劳

动人口，减缓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避免社会抚养比过速增长，为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免除后顾之忧。就单个家庭来讲，两个小孩对人格的健全发展更有益处，能

优化劳动人口素质，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此次单独政策的启动，预计短期内将会利好包括妇婴用品、乳品、医疗保

健、玩具游戏等行业，中长期将对房地产、医疗、教育等行业产生更大影响，这

将利好整个社会经济，带来新的人口红利。 

 

七、加快医疗体制改革 

医疗改革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近几年高昂的药品价格，紧张的医患

关系，看病难等问题成为较大的社会问题。此次医改政策利好超预期，《决定》

提出要“加快公立医院改革，落实政府责任，建立科学的医疗绩效评价机制和适

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人事薪酬制度。”“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

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

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

围”，尽管前两年政策提过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公立医院改制,但实质进展很慢，此



                                    

 

- 4 - 

次《决定》中明确提出鼓励社会资金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未来医疗

机构的改革重组有望加速，这对夹缝中生存的民营医院而言是一大利好，未来将

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决定》还提到“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当前医

疗机构的绩效评价机制、人事薪酬制度以及医药养医制度，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

前的“大处方、过度用药”的现状，配套的人事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将有效

的缓解这一现状。 

 

    总体而言，此次《决定》的改革内容广泛，力度超过市场预期，很多政策史

无前例，表露了本届政府改革的决心勇气和力度。这对经济和资本市场有着深远

影响，改革红利将帮助社会资本配置在更有效的领域，社会整体效率有所提高，

国内经济将更健康平稳发展。但改革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试验和

改进，短期内很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期待改革红利在未来的数年中不断释

放，帮助开启中国经济的新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