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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运行应更加
重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王朝才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两字之差，不仅凸
现了市场的主导地位，也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市场化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最有效
途径。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表明我国将深入开展市场化
改革，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角度讲，我们要用市场机制改善
或补充公共部门的运行机制，使政府运行更公开、更有效。

一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扩大市场调节空间。坚持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最
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对于市场机制能有效调
节、企业能自主决定、行业组织能自律管理的经济活动，一
律取消审批，让市场优胜劣汰，由企业自负盈亏 ；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 ；对于直接面向
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事项，下放地方
和基层管理。

二是进一步缩小政府定价范围，并在政府定价中发挥市
场机制的作用，完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价格决定机制。应
该尽可能减少政府定价项目，将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限定
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或特殊的自然垄断环节。目前
我国政府定价项目明显偏多，例如能源领域，除了煤炭基本
实现市场化定价外，电价、水价、气价、油价等仍实行政府
定价模式。其实是不必要的。能源价格放开，价格适当上涨，
更有利于节约能源，有利于环境保护。我们对一些项目实行
政府定价的理由不充分。例如石油，实行垄断经营和政府定
价的理由是“重要战略物资”，从重要战略物资的角度讲，它
比粮食还重要吗？粮食经营都可以放开，石油为什么就不能
呢？还有人讲石油主要靠进口，所以需要垄断和政府定价。

这也是没有依据的，日本石油进口的比重比我们高很多，他
们都能放开经营，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在政府定价中也要充
分发挥“市场之手”的作用，构建合理的价格发现机制，客观
地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真实成本。同时还要加快健全科学合
理的价格调控体系和公开透明的价格监管制度。

三是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
作用。政府购买服务，是指把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
部分公共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
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
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政府通过
购买提供公共服务，一方面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服务的效
率和质量 ；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市场的发展腾出更多的空间，
有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政府应以更公平、更透明的公开
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市场化
方法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购买服务，既可以就某些服务项目向社
会、向市场购买，也可以采用 PPP 模式，就某些公共设施的
建设和运营与社会力量合作。

四是在政府采购过程中要更加遵从市场规则，注重市场
机制作用。之所以把政府的采购与一般市场采购行为区别开
来作为一个特殊的范畴，一方面是因为政府采购具有受托人
或代理人采购的特点，存在采购人道德风险问题，有可能出
现违背市场规则的采购行为，政府采购行为不规范会对市场
产生扭曲作用，不仅会浪费政府公共资源，而且还会影响市
场效率 ；另一方面是要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调节作用。但是，
作为政府的采购活动，遵从市场规则是第一位的，发挥调节
作用应是在其前提之下，是附属的目标。所以，在政府采购
中，要十分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要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行
政监管手段，充分运用财政、审计、监察等多部门的联动工
作机制，确保采购活动的规范与信息公开，避免不规范操作。
同时要努力构建有利于采购市场规范与发展的政府采购品牌
选择和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政府采购中的决定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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