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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BA_E2_80_9C_E4_c67_473369.htm 去年2月，国务院发

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下称“国九条”），明确了新时期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意

义，系统地提出了政策规划和需要落实的具体措施。这是

继1992年后，第二次以国务院发文的形式发布对资本市场的

指导意见。文件高屋建瓴，针对性很强，特别是它出台于市

场低迷3年之后，立即给市场参与者带来了振兴的希望。 然

而，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尽管政策利好不断，沪深股市

小涨大跌、短涨长跌，沪深股指一度走至6年新低。“政策热

、行情冷”的现象表明，一年多来“国九条”贯彻落实得不

够好，在一定程度也出现了偏差。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从市场方面来说，证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

不同，在具体问题上往往相互对抗、相互博弈。而从政府方

面来说，在市场明显失灵，亟需政府出手调控的关键时期，

有关部门未能更好地统一认识、协调步伐，从而使各种政策

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这种部门政策间相互掣肘乃至对冲的

现象并不鲜见，其中典型的如大型国企上市和是否允许其参

与资本市场的问题上，各部门的认识很不一致。在保护投资

者利益与保护国企在证券市场上的利益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

，仍然需要寻找和把握合适的平衡点。 对于长期积存、对整

体市场发展造成极大困扰的股权分置问题，各相关部门囿于

自身职责范围，画地为牢，直接导致了在相当长时期内，无

法形成解决该问题的最基本原则。部门利益难以协调是“打



开股权分置问题之门”的最大制约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

资本市场发展和改革指导思想的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是部门

利益难以协调一致的本源。 “国九条”作为时隔12年后又一

次关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国务院文件，其政治意义在于，它态

度鲜明地告诉人们，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事关国家战略，需

要全国一盘棋，不允许各部门再扯皮下去。 当然，我们也要

充分认识到，部门利益协调问题也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因

为，政府部门职能或重复、或空白的流弊并不单反映在证券

市场上。将这一流弊置于中国经济转轨加新兴的大背景下予

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市场

经济监管体系仍在建设之中；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政

府“包打天下”的做法仍在不时付之实践。政府部门既当裁

判员又当运动员，自然难以超脱于部门的、眼前的利益。而

这，既有悖于“国九条”的核心要义，又直接影响到“国九

条”的贯彻落实。 令人欣慰的是，“国九条”问世一年多来

，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共识已经在最广

泛的程度上得到聚合，阻碍资本市场发展的一系列障碍正被

扫除。在此良性态势下，没有理由怀疑，一种充分整合后的

、顺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力量，正在并将更好地，为资本

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行政支持。 我们认为

，在落实“国九条”进程中，国务院充分协调各部门利益，

各部门自觉主动地加强统一协调，是一个历史的进程。而

在2005年，这个进程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快一些和顺利一

些。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全局中的地

位，能够重新厘清。我们有理由相信，落实“国九条”会在

今年取得积极的重大进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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