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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浙江有基础、有条件在一些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上探索制度化、法治化建设的新经验、走出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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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到哪里，法治建设就应跟进到哪里．越是重大改革．越要法治先行。作

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浙江有基础、有条件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健环

节改革上探索制度化、法治化建设的新经验、走出新路子，特别是要率先对中央重点推进和浙

江先行试点的改革领域敢于啃硬骨头、大胆探索积累经验．注重把好的经验做法以制度法律的

形式固化下来，进一步增强浙江全面深化改革成果及经验的可复制、可推广性，从而既更好推

进浙江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又为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有益示范。 

 

紧紧围绕 293 项全面深化改革项目的总体工作布局，以不断推进各项改革任务

的法治化建设为重点突破口，朝着深化法治浙江建设、提高依法治理能力的目

标前进 

2014 年 2 月，省委根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

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的决定》精神，明确提出要分解责任、狠抓落实，到 2017 年完成 293 项

改革任务。这 293 项改革任务。分为近期重点突破的改革项日、再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新优势、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完善开放型

经济体制机制、健全建设法治浙江体制机制、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管、完善建设文化强省

体制机制、健全发展社会事业和保障改善民生体制机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建设美丽浙

江体制机制、切实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等 13 个方面，每一项改革任务都有明确的牵头

领导、责任单位、时间进度和目标要求。其中近期重点突破的改革项目有 48 项。省委明确提

出，当前要在经济转型升级、实施改革试点、政府职能转变、法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作风建设等 8 个方面 48 个改革项目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这 48 个改革项目，

事关浙江现代化建设全局，是当前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十二五”规划各项目

标任务能够顺利收官的重要保障。 

 

紧紧围绕“四大国家战略举措”、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以及省部合作专项

改革试点建设要求，以建立健全各项相关体制机制建设为重点突破口，推进各

项改革试点工作的制度化建设，为改革试点提供法治保障 

2011 年以来．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舟山群岛新区

、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相继经国务院批复实施。“四大国家战略举措二的批复实施为推

进浙江科学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下一步，要重点围绕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积极推进．

和创新海岛开发保护体制、海洋内外开放体制、海洋开．发投入体制、用海用地管理体制、海

洋综合管理体制。围绕开展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以转变外留发展方式为主线，组织

实施“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及其配套监管办法．着力推进国际贸易体制机制创新。围绕舟

山群岛新区建设，深化新区行政体制改革，积极扩大舟山港口岸开放力度。围绕建设温州市金

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积极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阳光化，大力推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创新加快

构建与浙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有特色的地方资本市场。 

嘉善县是全党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习近平总书记的联系点和全国唯一的县

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嘉善县下一步要在产业转型升级、城乡统筹发展、扩大开放合作、民生幸



福保障等 4 大领域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其中，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主要是建立创新发展

的激励机制、提升发展的倒逼机制和优化发展的退出机制；城乡统筹发展方面，主要是建立城

乡规划建设一体化发展机制、全面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扩

大开放合作方面．主要是创新主动接轨上海的体制机制、推进投资留易便利化改革和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民生幸福保障方面，主要是建立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机制、建立高标准的生态文

明建设机制和创新社治理机制。 

省部合作方式是推进制度创新的好办法。省委明确要求，每个省直部门要选择一至两个突

破口，通过省部合作的方式开展改革试点。通过浙江的积极争取和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浙江

正在实施的国家改革试点已多达 30 余项，如中农办的农村改革试验联系点，农业部的全国农

村改革试验区，国家发改委的低碳试点城市，中国人民银行的全国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科

技部的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国家发改委全国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等。下一步要深化有关

改革试点，创新体制机制，既巩固改革试点成果，又为试点推广提供制度保障。 

 

紧紧围绕建设“四张清单一张网”的工作部署，以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突破口，以法律规章形式进一步规范政府的权力边界，

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供法治保障 

建立政府权力消羊。2013 年 11 月，部署启动在省政府部门全面展开职权清理、推行权力

清单制度。通过全面推行省市县三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权力放开

、放到位，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加法，让政府从直接干预市场中摆脱出来

让市场发挥其决定性作用，从而激发市场主体的微观活力， 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建立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为切实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着力改革核准目录外企业投

资项目审批方式，探索对工业项目实行负面清单制、企业依法承诺制、备案制和事后监管制。 

建立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消单。针对当前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中存在“专项过多、规模过小、

资金分散、使用低效”以及“重争取、轻使用”等突出问题，部署开展对各类专项资金的清理

、整合和规范工作，并准备在此基础建立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制度。 

建立责任清单。与权力清单相配套，责任清单就是告知哪些责任是哪级政府、哪些部门必

须要承担的，也就是哪些事“必须干”。编制责任清单，就是要让各个部门在“三定”方案的

框架内，全面梳理部门主要职责、理消与相关部门职责边界、提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明

确公共服务事项，制定责任目录清单。 

实行政务服务“一张网”。建设集行政审批、便剐反务、政务公开、在线互动、效能监察

等功能于一体、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网上综合型公共服务平台，推进行政权力运行全流程效能监

督．提高行政效率。 

 

紧紧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以进一步深入推进各地多层面、多主

题的特色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重点突破口，健全完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

机制，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法治保障 

浙江以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国家发改委联系点为契机，部署 11 个设

区市和义乌市开展多层面、多主题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各市围绕试点主题，制定出台年度实

施意见，加快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比如，杭州市创新海外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引进使用机制，

设立海创园人才特区．建立全方位的创业激励机制。宁波市深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梅山港区

口岸获国务院批复开放，浙台经贸合作区获省政府批复设立，创新大榭开发区合作开发的体制

机制。湖州市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体制改革．在吴兴区创新农房“股权式安置”模式，将 101

个农村居民点集聚到 5 个，在长兴县开展农村宅基地用益物权保障制度改革试点。 

以海宁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例。为着力破除要素配置中的体制性障碍，



提高要素配皿效能和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经济转

型升级，2013 年 9 月 11 日浙江省政府正式批复《海宁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方

案》。一是建立以综合评价、分类施策、退出激励为主要内容的差别化要素配置机制。二是创

新土地、金融、科技、人才等要素节约集约利用机制。三是围绕优化服务环境，着力推进相关

配套改革。建立高效便捷的行政审批制度。积极探索建立核准目录外企业投资项目不再审批制

度．率先推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 35 个行业推行“先照后证”。这一改革试点总体在现行

法律法规框架内进行，试点开展以来海宁市积极探索实践，通过建立亩产效益评价和差别化要

素配置等机制，扶优汰劣，为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动力、腾出了空间，取得了初步

成效。 

下一步，11 个设区市和义乌市针对开展的多层面、多主题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进一

步围绕试点主题，制定出台年度实施意见，加快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化和法治化进程，为

试点成果及推广提供法治保障。 

 

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奋斗目标，以打好“五水共治”攻坚战为

重点突破口，不断探索完善 “五水共治”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长效机制，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法治保障 

实践充分证明，坚持以人为本，使人民在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改革才能不断得以成功推

进。浙江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 

根据“五水共治”战略部署，在全省范围全面实施“河长制”，加快推进水环境治理。“

河长制”实施工作由省生态省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推进，根据河道的性质分别确定省级、市

级、县级、乡（镇）级河长。全省跨设区市的 6 条水系千流河段，分别由省领导担任河长。市

、县（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的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担任辖区内河道的

河长。县（市、I)可以根据河道实际，确定村级河长或河道管理专职协管员，形成五级联动、

纵向到底的“河长制”架构。省级河长负责指导实施跨设区市水系水环犯综合整治规划，协调

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市、县（市、区）政府是河道水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市、县（市、

区）河长具体承担包刊可道治理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职责，组织实施水环境治理工作方案

，推进河道整治和保洁、截污纳管、生态修复、水质改善等水环境治理工作。做到每条责任河

道都有“一张水系图、一本任务书、一个时间表、一份报告书”。 

通过实施“河长制”，由地方党委、政府首长担任辖区内河道的河长，制定重污染行业整

治提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目标．推动各地立足长远、源头治水，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四边三化加四换三名”“三改一拆”“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等转型

升级“组合拳”举措，以壮士断腕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全面整治重污染行业，力田央淘汰落后

生产能力，完善产业转型升级倒逼机制。 

 

紧紧围绕努力实现天蓝、水清、山绿、地净，建设富饶秀美、和谐安康、人文

昌盛、宜业宜居的美丽浙江的目标要求，强化法治制度建设，不断提升浙江生

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水平，为推进“两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抓好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弥立法保障。一是建立完善建设美丽

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体制机制，着重在建立完善“源头严控”、“过程严管”、“恶果严惩

”、‘．多元投入”的体制机制方面创新突破。二是分层次有步骤地推进相关地方立法工作。

重点围绕水、大气、土坡、固体废物、辐射等污染防治和资源有偿使用、生范静卜偿、生态修

复以及食品安全等．加强相关法规规章的“立、改、废”工作，加强地方立法，制定和完善专

项法规规章。三是严格依法审理，加大执法力度。加强法律法规实施的监督检查和主体功能区

知喇实施等的有效监测。研究制定跨区域生态环境诉讼管辖、污染鉴定、损失计算、公益诉讼

的规范性文件，指导环境执法和司法实践。通过创新完善“两美”浙江建设体制机制与不断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促进浙江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日益迈向法治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