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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住宅产业

现代化分步走

为实现我国住宅建设从粗放向集

约发展，建设部提出我国将分两个阶

段用 12年时间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
第一阶段，从 1998 年到 2002 年，

重点完善技术基础工作，基本解决住

宅工程渗漏、空鼓、门窗开启不灵、管

道跑冒滴漏等质量、功能通病；采暖住

宅建筑要在 1981 年新建住宅能耗技

术水平基础上，达到降低能耗 50% 的

要求；塑料管、窗的使用量分别达到

30% 和 15% ；科技进步对住宅产业发

展的贡献率由“八 五”期间的 25.4%

提高到 35% 。
第二阶段，从 2003 年到 2010 年，

重点是形成住宅建筑体系，实现住宅

商品通用化和生产、供应的社会化；住

宅建筑能耗在 2002 年的基础上再降

低30 % ，塑料管、窗的使用量分别达

到 50% 和 30% 以上，新型防水材料的

使用量超过 80% ，使住宅性能、工程

质量、建造成本、施工工期、劳动生产

率等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科技

进步对住宅产业发展的贡献率提高到

40% 以上，城镇住宅达到适用、经济、

美观的要求，功能质量、工程质量基本

满足居民的长期居住需求，居住环境

有较大的改善。
（摘自 1998年 11 月 17 日《中国经

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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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农民负担必须精简乡镇政府机构

改革农村人事财务制度

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一方面是

农村干部和工作人员太多，另一方面

则在于农民的收入在多数地区增长不

快。而乡村财务制度不完善，则给部

分乡村干部和工作人员谋求私利和不

顾农民承受能力追求政绩提供了方

便，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则使一些乡

村干部的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

束。
解决农民负担的问题必须从源头

入手，精简机构。而要精简机构则必

须真正贯彻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给

农民完完整整的生产、经营主体的地

位。一旦给予农民完全的自主权，乡

镇政府不必再去控制农民的生产和经

营，大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成为多余，

精简乡镇政府机构才会成为可能。
在精简乡镇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同

时，还要下大力气改革乡村人事和财

务制度。乡村干部之所以有积极性加

重农民负担，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不受

监督地支配、使用这些收入，而且这些

收入的获取很少受到强有力的约束，

在手段的使用、征管范围和数额的确

定方面十分随意。为了从根本上减轻

农民负担，必须改革现在的乡镇政府

的人事制度，乡镇政府的干部和工作

人员的数量由上一级政府根据国家法

律、规章来核定，乡镇政府不能自聘工

作人员。同时要改革和统一 现在的

税、费制度，将各种合理的统筹、提留

变成正式的税收，乡镇级财政收支实

行以县为单位的统一管理。由国家核

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由

县级政府从财政税收中直接支付。只

有不允许乡镇政府收取除了正式税收

之外的任何费用，并且不允许乡镇政

府自己收钱自己使用，才能真正落实

农民的负担不超过上一年人均收入

5% 的政策，否则乡镇政府必然会有办

法突破这个限制，而且，会在越穷、越

需要减轻农民负担的地方越是这样。
（摘自 1998年 11 月 12 日《人民日

报》林毅夫文）

财经文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

我国城市化的体制障碍

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首要因素

是，在我们的制度规则和政策设计中，

仍然存在着一 系列城乡分离的歧视性

安排。尽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

市场力量的冲击，传统的户籍管理制

度有所松动，但它依然是劳动力在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的一大障

碍。另外，以传统的户籍制度为基础

的住房分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城市化进程。
因此，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当务

之急是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着重推进吸纳和安置外来迁移人口的

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努力消除农民

身份变更和居住地变更的体制性障

碍。首先是要放开在城市务工经商、

并且已经有比较稳定生活来源和生活

依靠、有固定居住地点的农民办理城

镇常住户口的限制，促使他们改进消

费方式，改变消费观念，并逐步鼓励他

们实行家庭式迁移。同时，继续推进

住房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改革，

努力促进住房商品化、就业市场化、教

育普及化，进一步排除农村人口向城

市迁移的各种障碍。
另外，在农村一头，要注意从体制

上克服进城农民亦城亦乡、城乡兼得，

造成资源重复占用、浪费很大的弊端。
例如，目前许多人脱离了农村，脱离了

农业，在城市已经有了固定的职业，但

是他们在农村有宅基地、有住房，形成

在城镇与农村的双重占地。针对诸如

此类的问题，要逐步推进有利于外出

人口最终剪断与原社区“脐带”的配套

政策。
（摘自《中国经济导报》199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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