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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Plaza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場。中新社照片

■《中文導報》專題報道組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於2013年 3月 5日、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於2013年 3月 3日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開幕。“兩會”焦點也引起在日華人

學者的熱議，他們暢所欲言，談了他們對

“兩會”的看法與希望。

“大部制”是行政改革的方向

在本屆“兩會”上，以“大部制”為中

心的行政改革成為熱議話題。據了解，鐵

道部與交通部合並，廣電總局將與新聞出

版總署合並，計生委或並入衛生部，等

等。通過國務院部門的合並、精簡、放

權，構築“小政府大社會”成為改革的方

向。針對中國的行政改革課題，日本明治

學院大學政治系教授、行政學專家毛桂榮

接受《中文導報》訪問，指出“大部制”行

政改革的方向是必然的。

毛桂榮介紹稱，中國實行“大部制”，

在日本稱為“巨大省”，改革的總體方向是

對的。在行政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控制幅

度”，即一個人最多能夠控制幾個部下。如

果日本的內閣下設50個、100個省廳，那麼

內閣總理大臣是管不過來的。同樣，中國的

國務院以前下設40-50個部委，國務院總理

也是難以顧及的。雖然現在已經減至28個

部委，還是有精簡歸並的必要。現在一般國

家的職能部委都在20個左右，日本隻有12

個省廳，大臣全部加起來不過16-17人，這

是當年橋本龍太郎進行行政改革，在2000

年以後實行“省廳合並”的成果。

毛桂榮稱，“大部制”方向對了，但實

行的過程比較復雜，進程緩慢。比如鐵道

部與交通部合並，形成“大交通”體制，廣

電局、新聞出版署可與文化部合並，形成

“大文化”體制，等等。鐵道部原有幾十萬

員工，轉制後人員如何歸並，公務員身份

怎麼辦？其實，鐵道部的合並方案在2008

年就提出了，拖到現在才有了眉目。實行

大部制後，會有過渡性政策，不會一步到

位，可以先設立鐵道總局，等到功能慢慢

減下去以後再設立鐵道局。

部委合並以後，規模太大人員太多，

如何管理？毛桂榮建議稱，部委合並後需

要進行功能調整和功能轉移，比如可以把

原鐵道部裡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的部門分

開，前者留在部委，後者實施企業化，設

立國有企業，可以通過設立行業協會、事

業單位、企業單位等多種方法實現功能轉

移──在日本就是設立特別行政法人。

毛桂榮表示，從行政學角度來看，這

樣做的好處不僅提高效率，還能發揮相互

牽制、相互監督的作用。通俗地說，政府

不能既當裁判員，又下場打球。總得來

說，“精兵簡政”是大趨勢，“小政府大社

會”已是國際慣例。

另外，毛桂榮提出，中國政府面臨改

革的課題還有很多。比如戶籍制度的改革

也是個話題，建議戶籍管理從公安部轉到

民政或人社部。

中國政府提出了“和諧社會”、基本公

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公共服務的提供，

需要政府把握各個政府所服務對象，戶籍

是行政服務的基本。但是戶籍的管理是公

安部，公安利用戶口的目的是治安管理。

戶籍改革要改革這個管理制度。

作為行政學的研究者，毛桂榮關注這個

制度的利用問題。他認為，國內戶籍改革的

議論很多，主要是戶籍移動、非農戶口取

得、農民市民化等問題。公共服務均等化的

具體實施需要許多制度建設，除戶籍以外，

有公民身份證，還有居住證，但是，這些制

度都不能作為公共服務的基礎。

公民身份証不能確認居住地，居住証

不是每個人都有，還有，身份證等證件沒

有家屬關系的證明能力。現在有買房問

題，以後可能還有遺產稅問題等，都需要

有戶籍制度的支撐。戶籍改革的一個重要

側面是戶籍要歸民政或社保部門。

反腐關鍵在於制度建設

今年中國將制訂出台《建立健全懲治和

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劃》，

中國懲防腐敗體系建設將進入又一個五年周

期。反腐的也成為今年兩會熱議的焦點。

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長庚欣表

示，表面上看，反腐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內

政問題，其實在當今世界一體化的格局

下，反腐不僅是一個國家問題。歐美在廉

政制度建設上有幾百年的歷程，從國外反

腐經驗看，從制度上規范約束權力，強化

監督，是反腐敗的治本之策。

反腐是個老話題，20多年來政治局委

員下馬多是因腐敗問題，政治問題是其

次。陳希同、陳良宇是，薄熙來也是，他

們利用公權貪腐甚至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今後誰再出問題估計還是同樣的原因。

首先，反腐要確保社會穩定。中國反

腐，要符合中國特色，符合中國發展階段，

也要符合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中國面臨著既

要發展又要改革的多重社會需求，要看到腐

敗在現實中存在的基礎，才能認識到腐敗的

艱巨性。反腐必然影響政治穩定，所以在反

腐的同時要有保持社會穩定的大局。

其次，反腐應該是漸進式的。反腐要

注意到社會的多種需求，要注意其復雜

性，在中國反腐要和大局穩定結合起來，

農民起義、革命式的反腐都是不可取的。

從歷史看，“革命式反腐”盡管一時轟轟烈

烈，但終究難逃“人去政息”。

最終，反腐關鍵還是在於制度建設。

腐敗的源頭是權力運行失范，從源頭上厘

清公權的邊界，是規范權力運行的基礎。

如果因制度不健全讓少數人獲得利益，那

麼對多數人來說是不公平的，社會也難以

持續穩定發展。在制度建設上，中國剛剛

起步，但政府已經清醒認識到這一點。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中共中央總

書記習近平在十八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上的

這句話，被媒體解讀為未來一個時期，中

國的反腐路徑將重在制度建設。

反腐要從運動式轉向制度化，這也是

兩會代表、委員們的共識。但是，具體怎

樣用制度構建權力之“籠“？反腐制度建設

的著力點應在哪裡？這是中國未來的反腐

之路必須面對的課題。

日美應該細讀中國外交主線

杏林大學華人教授劉迪在談到這次

“兩會”所展示的中國外交政策時指出:溫家

寶總理在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結過去

5年的外交成績，指出全方位外交取得新的

重大進展。我們積極推進同各大國關系，

加強與周邊鄰國的互利合作關系，順利建

成中國─東盟自貿區，推動上海合作組織

等區域合作機制發展，深化同廣大發展中

國家的傳統友誼與合作。

他說，我覺得建成中國─東盟自貿區

和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等區域合作是過去 5

年中國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進展，順利建

成擁有20億人口的中國─東盟自貿區，對

推動中國與東盟的經貿發展發揮了重要作

用，也成了世界經貿合作的典范。

有人說中國現在受到周邊國家的“C

型包圍”，也有的人受到了“U型包圍”，

而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從國際政治

角度看，有助於中國突破新型對華包圍。

今後中國可以通過該自貿區，逐漸與接壤

國家建立“C型友好外交地區”。三年來，

中國─東盟自貿區推動了該區域的域內貿

易與人員往來，深化了該地區的相互信

賴。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成、發展說

明，重視、強化與周邊地區的經貿、人員

等關系，對中國穩定意義重大。中國一貫

強調全方位外交，但是在現在的國際形勢

下，周邊安全更重要。推動上海合作組織

等區域合作機制發展也是如此，這種合作

機制的穩定、發展，不僅緩解了中國西部

的壓力，還證明中國是一個擁有建构、推

進國際政治秩序能力的大國。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還提

出了加強海洋綜合管理，發展海洋經濟，

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保護海洋生態環

境，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我覺得這一點也

是很重要的。中國從辛亥革命開始從前近

代國家過渡到近代國家，而近代國家的特

征就是“領域國家”，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

沒有做到領域國家對周邊海洋的經常性管

控，過去 5 年，中國加強了對海洋的管控

和利用，這是中國國家建設的一個進步。

劉迪說：溫家寶總理在人大《政府工

作報告》中沒有具體談到中日關系，但是

強調要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

的旗幟，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世界持久

和平、共同繁榮。

雖然現在國內有些輿論預測“中日必

有一戰”，日本有些輿論也在強調“中國威

脅論”，但是我覺得溫家寶總理強調的“推

動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榮”，這才是中

國外交的主線。雖然他在報告中也提到

“軍事鬥爭準備不斷深化”，但是養軍隊的

目的就是準備打仗的，這是軍隊的職責，

強調“軍事鬥爭準備”並不說明戰爭不可避

免。

二戰結束後已近70年了，世界一直都

沒有發生兩次大戰規模的戰爭。有人認

為，某些利益需要通過戰爭才能調解，因

此希望戰爭發生。不能否認，某些集團、

某些勢力希望通過戰爭獲得利益。但是，

中國國家外交的基本政策是“持久和平、

共同繁榮”，這是一個不動不變的目標，

這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出發點，也為如

何解決周邊關系問題提供了一個方向。不

能用一個點，比如說釣魚島問題等，曲解

中國主要的外交政策。日本、美國的政治

家及媒體應該注意到這一點。

盼以現實態度迎接華僑歸國服務

城西大學教授張紀潯教授對於“兩會”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愿望。他表示：“這

次兩會對待僑務問題還是比較認真的，首

先僑辦主任要換了，要換成更年輕更有實

幹能力的專家，而僑辦這個系統也會進行

一定的改變。

海外華僑對於國內的僑務政策，尤其

是和自身有關的問題，都十分關心。我關

注國內僑務政策已經10多年了，比較注意

的是子女教育問題。比如加入國籍的人和

華僑子女要上國內的大學，目前採取不同

的方法，希望能有新的政策讓加入國籍的

人和沒有入籍的人差異縮小。比如上北

大、清華，入籍了的子女考分就可比較

低，而對華僑子女和國內子女要求是一樣

的。

此外，華僑在國內買房子和國內的人

是一樣的，反過來加入國籍的人在國內不

能買房子。這兩樣是和僑民、華人切身利

益息息相關的問題，期待領導能加以注意

並解決。當然，這也不是僑辦說了算，需

要教委的支持，而房子問題需要得到中國

更有強力的組織的支持。中國人現在都想

買房子，外籍人員買房子不行。中國希望

海外華人即使加入外國籍後，也心向中

國，但又不給他好的條件，像對待外國人

一樣，很容易使他們對中國變得不感興趣

了。

國內這十幾年來，一直致力於引進新

華僑的工作。老華僑吸引不了，都八九十

歲了。國內希望新華僑在海外做出過一定

貢獻的能回國談談計劃，希望新華僑團隊

回國服務，但是如果回國服務，就會出現

剛才提到的子女上學問題，如果和國內的

考生一起考，根本考不上。作為新華僑，

除了自己的問題以外，更關注的是子女問

題，不回國的很大原因是為了子女。比如

國內一個大學你給 100 萬或 50 萬的安家

費，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國內拼命搞這樣

的活動，其實收效不大，隻不過一些鍍金

者被吸引過去了，但對國內不會有很大的

作用。比如在海外拿了碩士、博士的人，

回中國並沒有得到承認。讀一個博士，起

碼在海外待8年，一年起碼150萬日元，這

是對自己的投資，而回國後和國內的人工

資一樣，比如給3000人民幣或者2000人民

幣就有人去。對博士來說，就是自己的投

資得不到相應的待遇，不說回報吧，起碼

比國內的工資要高點兒。

僑辦常舉辦呼吁國外中國人回國服務

的活動，但起不到什麼根本作用。國內希

望海外的人帶專利回去，但在日本公司工

作的人，不可能有專利，那都是一個組織

的專利。帶回去，就是偷別人的專利。以

前也出現過這種問題，有人把人家企業的

專利給中國，不但他本人受影響，所有華

僑的名聲都受影響。

再就是關於回去參加活動的路費，現

在還不能解決。住宿費其實不算什麼，主

要路費最貴。大學教授，或者公司的小組

長，才是有一定成就的人，和那些光鍍金

的人不一樣。讓他們犧牲大學教授等位

置，光給幾十萬的安家費，解決不了國內

買房或子女問題、工資差異問題，光是號

召愛國是不夠的，這和人的實際生活不是

一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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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上海(往返)  ￥56,000
東京∼北京(往返)  ￥43,000
東京∼香港(往返)  ￥56,000
東京∼廣州(往返)  ￥55,000

★出售世界各地便宜飛機票

TEL：03-5325-6288
FAX：03-5325-6689

口座番號:三井住友銀行高田馬場支店
（普）3942996カユウリョコウ

地址：〒160-0023  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1-22-  2 新宿サンエービル 15F
好消息!

最寄り駅：JR線、小田急線、丸ノ内線「新宿」駅徒歩5分
　　　　　京王線「新宿」駅徒歩4分
　　　　　都営新宿線、大江戸線「新宿」駅徒歩1分

華友旅行
東京∼北京 (3月)
 ￥20,000+TAX
成田∼浦東 (3月)
 ￥19,000+TAX
羽田∼虹橋 (3月)
 ￥35,000+TAX
東京∼杭州 (3月)
 ￥18,000+TAX
東京∼大連 (3月)
 ￥28,000+TAX
成田∼成都 (3月)
 ￥39,000+TAX
東京∼新加坡 (3月)
 ￥9,000〜42,000円
東京∼廈門 (3月)
 ￥39,000+TAX

三
個
月
有
效

大阪∼上海 ￥38,000
大阪∼北京 ￥43,000
大阪∼廣州 ￥40,000
大阪∼瀋陽 ￥49,000
大阪∼大連 ￥43,000
大阪∼福州 ￥45,000

上海∼東京(往返)  ￥45,000
北京∼東京(往返)  ￥45,000

ビザ代行　マルチ緊急可代辦美國半年多次簽證

特 別

大  阪∼南  京 ￥43,000
福  岡∼大  連 ￥42,000
新 瀉∼哈爾濱 ￥46,000
名古屋∼上 海 ￥45,000
名古屋∼成都、重慶 ￥47,000

OPEN

成田∼福州直行

注：燃油サーチャージが別途必要となります

東京都知事旅行業第3-4457号ジェーティージー華信株式會社

*東京→哈爾濱‧東京→福州（當天到達）

其它城市均有特價，歡迎詢問！

推 出

有特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