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新
年谈话中强调“夺回强大日本
的战斗才刚开始”。近年来，一
些媒体一直在炒作日本军备
威胁。然而，从专业的角度来
看，日本这些年的武器升级和
装备研发，仍属于旧有战略指
导思想下的延伸产物。

日本未来要想真的实现
安倍“强军强国”的目标，需要
在装备方面进行极大的调整。
那么，现阶段日本最需要加强
的武器装备是什么呢？

首先，日本空中自卫队的
战斗机在中等距离空中作战
的能力普遍滞后。日本的另外
一项装备短板，是缺乏先进的
制海武器。同时，日本的武器
发展长期遭到美国的压制，缺
乏远程攻击武器。 在这点上，
日本的实力甚至不如韩国和
中国台湾军队的水平。

如果日本真的计划直接
抗衡中国军队，那么远程对海
及对陆攻击武器是必不可少
的。从技术上来说，只要在政

治上松绑并且投入足够的预
算，那么完成此类武器的研发
和装备， 按照日本的工业基
础，大约需要3-5年的时间。如
果日本需要在短期内装备，也
可以与美国商讨购买“战斧”
导弹作为应急需求。

从经济的角度而言，现阶
段日本购买美国的精确制导
武器， 也许是最为划算的办
法。但作为二战中的太平洋对
手，美国对日本的提防一直未
曾放松过。出售大量的进攻性

武器给日本自卫队，也是极为
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在现阶
段，美国很可能采取“中国台
湾模式”， 来对日本出售攻击
性武器———出售武器并且培
训使用者，但是维护和保管由
美军负责。这样日本仅能在美
国同意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武
器。

在工业化社会中，与工业
相比，农业天然是一个弱势产
业。在已经工业化的发达国家
中，通常都会对农业进行大规
模补贴，使得从事农业生产者
的生活达到与城市人口相近
甚至更高的水准。

而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
化爬坡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
试图开动马力，让农业达到与
工业一样的“发达”程度，只可
能出现一批受政府扶持的“样
板农业现代化”， 对最广大的

农村和农民并不会有大帮助。
在目前这种“现代化”和

“城市化”的政策热情之中，重
要的是，必须正视中国的农村
现实。据农业部统计，目前中
国3亿亩流转土地中， 真正转
到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
经营等其他主体去的，大约只
有1亿亩。 中国仍有2.1亿户小
农， 农村90%以上的土地仍然
是以小农户为主的家庭在经
营。 虽然粮食进口逐年增加，
但中国粮食生产连续10年增

长， 口粮自供率并无问题，其
它农产品同样供应充足且价
格合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需
要通过规模化提高生产效率
来满足供应不足的迫切性。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在中国工业化逐步推进中，中
国农村居住人口会从目前的7
亿多逐步减少，但仍将是大量
人口居住劳作的小农社会。即
使在城市化达到峰值之后，根
据不同学者的测算，中国的农
村人口也将保留在3亿到4亿

左右。看清这个缓慢的过程和
也许并不怎么“现代化”的终
点， 政府在制定政策之时，才
可能去除一夜之间将中国农
村改造成大规模生产的想象。

这种也许需要几代人反
复才能完成的“农业现代化”
过程，需要有历史的耐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
定》确实表明，中央有着非常
急切的改革决心，但他们首先
必须找到恰当的突破口。那么
这一次，中央会怎么选择改革
的突破口呢？

不能选择最大、最难的问
题， 因为牵涉利益方最多、风
险也最大。 就中国目前来说，
最大、最难的问题显然就是所
谓地方债。但地方债问题难度
最大、风险最高，牵涉利益方
也最多，因此不应当成为改革

的突破口。在中国人口红利尚
存，经济还能维持中速增长的
情况下，也没有必要去冒过大
的风险。

也不能选择无关痛痒的
问题。 小问题容易下重手，因
为牵涉利益不大，也能立竿见
影。

最好选择容易出成绩的
领域。30多年前邓小平发动改
革的时候， 选择粮食为突破
口， 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出，粮
食立马增产，这就是不容否认

的硬邦邦的成绩。有这个成绩
垫底， 做其他事就有了底气，
反对者也很难站出来反对。

如今，最适合作为这次改
革突破口的领域或许是国企
改革。国企虽然也通过市场化
提高了效率，但也造成广受诟
病的国进民退。此外，简单私
有化并不是国企改革的正确
方向，这也已成为共识。

《决定》 提出以发展混合
所有制为国企改革的新方向，
是非常明智的决策。混合所有

制的核心是政府在保有所有
权的情况下放弃经营权，而所
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正是现代
企业治理的基本模式。

国企改革基本上符合所
有人的利益， 不会有太大阻
力；国企改革有利效率，风险
不大；国企改革也很容易出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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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家为什么大量移民
在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

下， 中国资本急需在全球寻求投
资机会， 上述两个限制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在境外寻求
投资的机会， 造成了一些民营企
业家通过移民来规避限制。

中国专利数量全球第一背后
对专利价值的评估、 市场开

发前景预测等并无一个有序的市
场管理机制， 导致了许多专利在
申请人手中难以转化为生产力。
我国专利的科技技术含量也不同
程度地制约了专利的应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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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收费延期不能“自说自话”
从长计议，相关行政部门的自

由裁量权再大，高速收费延期也不
能陷入“自说自话”。未来只有通过
公开透明的制度化收费改革，才能
遏制各地公路乱收费的冲动，引导
高速公路回归公共产品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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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没文化是人的新型困境
一个人要等的是自己的灵

魂， 一个社会要等的是与经济现
实相匹配的文化。 生活需要的不
仅是经济增长和寻欢作乐， 而且
需要道德、规则、价值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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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
“欲速则不达”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力
是“皮”，货币是“毛”，中国没有理
由去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比
这更重要的工作应当是强身健
体，皮质优良才会有毛之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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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可能在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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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过程需要有历史的耐心

区域治理不能搞一刀切

美国对日本的提防一直未放松

10年来中国区域战略的
持续推进，使得经济版图的深
刻变化已经显现。尽管地区经
济增长速度差距趋于缩小，但
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根
本改变，缩小区域差距的难度
不断增大，以行政区为板块的
发展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地区间的无序开发与恶性竞
争仍然存在，如何因地制宜进
行区域治理，促进经济文化协
调发展，是摆在当局者面前的
一个现实考量。

“区域治理需要政府的力
量，更需要社会公众及组织的
力量，治理不仅仅是指行政管
控，而且法律、市场、思想激励
等多种手段并存。” 民政部基
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
朱耀垠认为应该将管理对象
看成一个有潜能的主体，让被
管理者参与到“治理”中来，主
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动，是治理
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
司司长周长益认为区域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各级政府
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再像过去那样，比如制定政
策搞一刀切肯定不行， 必须要
有差别化的政策， 考核地方政
府的措施， 要适合本地区的情
况，“因为政府，行业管理也好，
宏观管理也好， 目的都是为了
促进发展， 目的都是为了推动
工作，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中共上海市张江高科技
园区综合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葛龙官则从微观层面，将张江

高科技园区作为小社会角度
剖析区域治理砝码，该园区的
企业老板实行上下沟通，为增
强园区区域化党建，园区社会
治理整合资源， 开展联动。治
理当中，还构建载体，打造平
台，志愿者将近5万人，这是整
个区域社会管理一个鲜活的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