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发表在钱报评论公号“爱上评论”上

的一些网友对本报评论员文章的评论，现摘

登如下：

《处罚姚振华，更要明确保险投资玩法》

韩脚印：当头一棒，足以警戒。保险行业

以往的步伐，是快了些，投资需谨慎。当然保

险行业也不必风声鹤唳，把握好政策，认真地

面对市场，应该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当然，

无论怎样，投资的也好，监管的也好，不要盲

目行事就好。

迟航万里：保监会对姚振华的拉黑，不是

心血来潮之举，而是其严格履行监管职责的

具体举措，是对其之前宽松政策的补救之策，

释放出明显的信号就是从严监管将成常态。

对此，企业要适应这种新常态，主动加强规

范，合法合规经营，才会不惧于严管，不畏于

检查，使得保险行业蓬勃发展。

《比“童养媳”更骇人的，是息事宁人的态

度》

小殷麻麻：我感觉马泮艳所在的当地这

样做，无疑是在她的伤口上撒盐。这个弱女

子，终于鼓起勇气，想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

权益，奈何却等不到公平正义的阳光洒到她

身上。默默流泪的马泮艳，如何能在未来的

日子当中绽放真心的笑脸？马泮艳，此次童

养媳事件当中的受害者，难道注定就只能一

次次受到伤害？若是这样，真让人心寒。真

心希望，她能够迎来自己人生的春天。

尤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履职审批、执法

处罚等也应建立终身负责制。只要涉及“开

后门”收好处、不作为或乱作为的，不论时间

长短，一经查实，必须追责。

“爱上评论”！留言点赞最多，可见报拿稿费

2017 年 1 月，车俊省长向浙江省第十二

届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加

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这一新提法和新

目标迅即引起省内外热议。过去四年，浙江

省以“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为突破口，开展

简政放权改革，引领全国。如今，浙江省的政

府自我改革开启了新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最多跑一次”的新目标

和新要求提出后，一些企业家和社会组织负责

人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欣喜。他们说，不期待只

跑一次，三次、五次能办妥事已是皆大欢喜。

这些疑虑表明，在过去的一系列改革中，

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的获得感并不充分，即使

是浙江的政府改革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未

来的改革，需要充分结合中央提出的“放、管、

服”三字方针，做细、做足、做好、做对政府改

革的四则运算，真正实现政府的自我革命。

发挥地方人大作用，深化清单制度改革，

做细政府权力的“减法”。

浙江省凭借“四张清单一张网”领跑全

国，以清单形式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大大超

越了过去从原则上界定政府与市场、社会关

系的方式。然而，我们同时看到，部分地方政

府将几条权力归并成一条，或是用模糊表述、

兜底条款等方式，应付政府“瘦身”的任务；还

有一些政府只对事权做减法，那些“含金量

高”的权力则仍然把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深

化清单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下一步的改革，可以参考生物学中“界门

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方式，统一清单制度中的

关键词，明确政府权力的分层、分类标准。在

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人大的职能，根据法

律、法规与规章制度，复查、核查辖区内政府

的行政管理权力，尽可能减少政府对资源的

直接配置，放松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控，建立

健全分层次、分类别、立体式的清单体系；被

赋予地方立法权的城市，还可以尝试以法律

形式确定清单，提高清单的有效性和约束力，

做足政府权力的“减法”。

建立追溯制度，完善信用体系，做足监管

责任的“加法”。

政府改革需要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同

时实现放管结合、使两者相辅相成。这就突

出了监管责任做“加法”的新要求。在过去两

年中，全省各地围绕商事登记制度、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制度、“双随机、一公开”等改革，在

放宽准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做出了

诸多尝试和努力。然而，由于监管改革相对

滞后，部门间推诿、扯皮的现象仍较为普遍，

许多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事中事后“脱管”

情况，例如一些市场主体大量注册空壳公司，

随意申报资本规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应严格按照“谁审

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以地方

立法或者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责任归属，

建立追溯制度，同时，健全配套的问责机制，

切实做到“谁监管、问责谁”。针对涉及多个

部门的市场和社会行为，可以考虑设置监管

责任目录，以百分比形式明确各部门的责任

比例。此外，进一步完善信用体系，以“信用

浙江”建设为载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的基础上，融入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的

信用数据，尝试建立统一、公开的信息平台，

还可考虑推行信用积分、信用分级、黑名单制

度等，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惩罚相结合的方

式，倒逼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实现行为自律。

融合“互联网+”，创新服务方式，做好客

户体验的“乘法”。

浙江是全国较早开展“互联网＋政务服

务”实践的省份。2014年6月，联动全省各级

地方政府与部门的一站式政务平台——浙江

政务服务网正式上线。该平台融合行政审

批、便民服务、阳光政务、数据开放等四大功

能，部分审批和服务实现了“零上门”。然而，

时至今日，对于许多可以在线办理或在线咨

询的事务，不少民众仍然习惯于“跑”部门。

政务服务网的知晓率低、使用率低，表面上看

是宣传力度不到位的问题，而真正的症结在

于政府的互联网意识和服务意识不足。

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各级政府应该主动

出击，重塑互联网意识，以“互联网+”作为方法

论，创新在线服务方式，鼓励和带动市场主体、

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优先运用互联网思维，促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与“政务服务＋互联网”

的良性互动，逐步形成“政务服务先上网”的良

好氛围，让那些沉睡的“零上门”服务有效地运

转起来，实现客户体验的“乘数效应”。

突破部门主义，树立客户意识，做对市

场、社会成本的“除法”。

当前，一些干部认为，简政放权能用的招

数基本都用了，权力已经不能再减了，速度已

经不能再快了，改革的红利释放得比较彻底

了。事实上，这些言论多基于部门工作的视

角，而恰恰是这种部门主义的逻辑，构成了当

下改革的最大瓶颈。正如“木桶效应”所揭示

的，许多常见的政务服务项目因其复杂性，常

由多个事项组成，但最终决定服务感受的，往

往不是大多数做得好的方面，而是令人最不满

意的部分。就某一特定项目来说，即便是所有

组成事项都能实现了快速、高效，一旦流通环

节停滞了，“最多跑一次”的目标就可能落空。

因此，后续改革必须超越部门主义，进一

步推进部门联动，以常见项目为单位，补齐短

板，化零为整，实现“场域整合”向“功能整合”

重大转变。具体来说，应该从源头上重新梳

理政务服务，遵循“客户导向”的逻辑，以市

场、社会与公民个人的需要出发，反推其所需

的政务服务，整合服务类目，明确牵头部门。

对于确需实际到场办理的项目，应将其中涉

及现场办理的事项尽可能地集中、前置、归

并，可以考虑建立常见项目一站式服务窗口、

绿色通道等，变“民众跑”为“部门跑”、“数据

跑”。同时，在重构政务服务类目以后，逐一

进行流程模拟，保证“一次办结”，做对市场成

本与社会成本的“除法”。

必须指出的是，效率并非政府追求的最

高价值。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的开篇指

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实际生

活中，效率取向有时候构成与公共利益、公平

正义的紧张关系。如何协调效率与公共性的

紧张关系？管理学大师赫伯特·西蒙提供了

深刻而常常被忽视的解决方案。

在西蒙看来，效率准则看重的是备选方

案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简单的成本与收益之

间的换算。追求效率，预先假定了“相关活动

都是‘工具性’活动，它们是为产生以某种‘产

出’形式出现的正价值而进行的活动”。毫无

疑问，人民利益是我们一切追求效率活动的

中心，实现公平正义是我们一切追求效率活

动的最终取向。

相应的，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既要有

壮士断腕之勇气，也不能忘却政府存在之初

心，我们需要时刻将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公平

正义作为政府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以高

涨的热情和冷静的头脑，探索提升政府效率

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浙江经验。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最多跑一次”：政府自我革命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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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既

要有壮士断腕之勇气，也不

能忘却政府存在之初心，以

高涨的热情和冷静的头脑，

探索提升政府效率这一世界

性难题的浙江经验。

【编者按】近日，浙江出台《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到2017年底基本实现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是原则、

跑多次是例外”的要求。为此，本报邀请专家学者对相关话题进行讨论、建议。欢迎浙江本地专家学者向“浙里名家”专栏投书，探讨浙江乃至全

国的重大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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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故我评
爱上评论

钱江晚报评论公号

浙里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