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者郭树清

履新证监会主席一职以来， 郭树清受到了巨大的关注。 媒体通常会

用温和儒雅或者学者型官员来描述， 但似乎用外秀内刚来形容才更为贴

切。 在本次两会的数次接触中， 郭树清在记者面前往往有求必应， 这符

合他的一贯作风， 显得自信从容。 还记得

2007

年在京丰宾馆， 作为十届

政协委员的郭树清 （时任建行董事长） 坐在宾馆一楼休息处， 从全球经

济形势到国内经济发展， 再到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社保就业等等， 郭树清

对记者连珠炮的发问均一一作了回答， 认真仔细， 理性深刻。

郭树清被称为学者型官员， 曾两度获得中国经济界最高奖 “孙冶方

奖”。 在关键时刻， 他曾多次被赋予重任，

2004

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艰

难启动， 国家动用外汇储备设立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中行建行

注资， 郭树清出任汇金董事长；

2005

年， 在前任张恩照因商业贿赂事件

去职后， 来到建行， 并率领建行走出危机完成改制， 在

2007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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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首发上市。 因此， 在郭树清就任证监会一职后， 投资者对此寄予了极

高的期望。

现在郭树清履新已过百日， 一股推动完善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改革

清风已经刮起———以市场化、 公开化、 法制化、 国际化为目标， 严打内

幕交易、 强化分红回报、 完善退市制度、 完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推动

长期资金入市……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部长

编者按： 作为我国各个行业建设和改革工作的主管者， 部长在媒体眼中无疑极具采访价值。

不过， 他们通常居庙堂之高， 极难接触， 记者只有在每年召开的全国两会时才能近距离聆听他们

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思考。 于是， 多年以来， 我们一直在 “追” 部长。

值此十一届政协、 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之际， 证券时报对过去几年采访过的部长进行了梳

理， 试图厘清我国的经济脉络以及未来运行轨迹。 这些部长均来自于核心经济部门， 且极具鲜

明个性， 值得 “追”， 更值得 “记”！

温和谦逊尚福林

现任中国银监会主席的尚福林是任期最长的证监会主席。 媒体眼中，

他温和谦逊， 总是笑容可掬。 在证监会任职

9

年间， 尚福林主导了股权分

置改革， 推出了中小板、 创业板、 股指期货、 融资融券， 构建了多层次资

本市场的战略框架， 可谓是成绩斐然。 在过去几年间， 尚福林或许是两会

期间受到记者 “围堵” 最多的部长之一。

如今， 尚福林转赴银监会任职， 在外界看来， 有过多年央行工作经验

的他低调务实， 适合更需要风险防范的银行业。 但近十年来银行业发展日

新月异， 今非昔比。 当前，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深入， 国际金融格局

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国内金融业改革也在向 “深水区” 挺进， 这一切都对

银行业监管提出了新课题、 新挑战， 需要新理念、 新举措， 使银行系统更

安全稳健、 更有竞争力。

军人出身的尚福林意志坚韧， 在股权分置改革期间他曾说过 “开弓没有

回头箭”， 让市场领略了其刚毅的工作作风。 他执掌银监会后宣言： 将严守风

险底线， 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 中国银行业的进一步稳定健康发展值得期待。

“跑步健将”周小川

在过去的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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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间，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 周小川都是最受关注

的财经官员。 若论主政中央银行的成绩， 他也可能是期间表现最为出色的

央行行长之一。 在其任内， 人民币成为备受国际关注的焦点问题， 周小川

也因此获得 “人民币先生” 的雅号。 而在记者眼里， 他更像一个跑步健将，

因为在记者围追堵截中， 他总是能够大步流星， 并迅速突破包围圈。

过去一段时间， 国际收支失衡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的空前压力， 中国央

行为应对压力释放了大量流动性， 同时为了保持币值稳定又运用各种政策

工具进行对冲操作。 在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国内经济平稳增长和有效控

制通胀压力各个政策目标之间闪转腾挪， 周小川像是那个走钢丝的人， 好

在他至今仍能保持平衡。

周小川是 “整体改革理论” 的创立者之一， 回顾其过往施政履历， 推

动大型国有银行改革、 倡导金融市场进一步改革开放、 增加利率和汇率市

场的自由度、 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前瞻性和灵活性等等， 无不贯彻市场化

的理念。 在今年记者会上， 对于记者提出的 “很多人呼吁说支持提名您来

做世行行长”， 周小川回应说 “我认为不用操心这件事”， ———事实上， 大

家都在操心， 并由衷希望有一天由中国人来掌舵世行。

果敢随和姜伟新

在发改委和住建部同仁眼里， 姜伟新随和、 朴素， 但做

事极有效率， 雷厉风行。 在媒体面前， 他通常步速很快， 很

少接受记者采访。

当离开工作多年的发改委系统， 赴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时， 因一句 “居者有其屋”， 让社会各界对姜伟新充满

期待。 媒体也喜欢称姜伟新为 “技术型的内行官员”， 因为

他曾有过担任房地产公司副总的经历。

无论是遏制商品房价格过快上涨， 还是保障房建设，

目前房地产调控均已步入深水区。 当前情境与

2008

年似

曾相似， 是否会像当年那样出于保增长的压力， 而放松房

地产调控， 将是摆在这位部长面前的头号难题。 答案或许

会很快揭晓。

“官厅经济学家”马建堂

或许是因为在山东出生， 或许是青海工作

的背景， 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看起来非常豪爽，

在众多部长里， 这样的特质并不多见。 这使得

他在媒体眼中， 显得异常亲切。

2010

年的 “

2009

年房价涨

5%

”， 今年的

“全国基尼系数缺失”， 不止一次把马建堂推向

风口浪尖。 严谨直率的马建堂不愿意回避问题，

而选择直面基层统计工作的具体困难， 并一直

将 “三个提高” 作为全国统计重点推进工作。

统计工作和研究工作一样， 辛苦不为人所

知， 却总是难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面对非难

时不被理解时有发生。 马建堂似乎见惯了这样

的场面， 即便明知说多错多， 却总是一而再再

而三心平气和地解释着统计工作的细枝末节。

与其前任李德水、 谢伏瞻一样， 马建堂同

样是学者出身， 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年轻有为

的 “官厅经济学家”。 此外， 曾在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 原国家经贸委和国资委履职多年的马

建堂也素有 “国企解困专家” 的称号。

实干派张平

当国家发改委这个超级宏观调控部门的掌门人张平出现在记者视

野时， 他通常会向记者挥手致意， 但绝不发一言， 不管记者如何 “逼

迫”。 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的 “低” 学历， 这在众多部长里

面， 颇为罕见。

曾有发改委官员评价张平， “作风细腻， 是那种举重若轻的人

物。” 在其执掌发改委几年间， 曾遇到不少挑战， 但无论是应对金融

危机、 遏制通货膨胀还是节能减排等等， 成效斐然。

现在， 如何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调整经济结构、 管理

好通胀预期的关系， 是摆在张平面前的头号难题。 我们相信， 这位务

实者凭借多年丰富经验， 一定可以把平稳的经济航船， 顺利交到后来

者手上！

最忙碌部长李毅中

因为在国家安监总局的优异表现， 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

长李毅中早为公众熟知。 多年以来， 他一直行色匆匆， 但在

记者面前， 他总是会停下脚步， 耐心地回答记者的每一个问

题。 这也符合他的一贯作风， 李毅中曾说过： “只要 （媒体

监督） 有事实依据， 就要高度重视。”

李毅中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建后的首任部长， 摆在其面

前的是一道难题， 如何改变中国工业大而不强、 粗放型发展

的状况？ 在此期间，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更是对这位勤勉

的部长提出了严峻考验。

如今， 在卸任一年多之后， 李毅中仍在思考如何推进工

业转型升级。 在一次经济界委员小组讨论会上， 李毅中说，

我国工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工业增加值率远低于发达国家，

在全球价值链中还处在中低端。 如何推进我国工业转型升级？

这一艰巨的任务， 他的继任者、 现任工信部部长苗圩将给我

们解答。

“民企主任”李荣融

李荣融和蔼可亲， 但在执掌国资委期间， 他显得颇为严谨。 不过在其卸

任之后， 平易近人无疑是他展现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在去年两会， 证券时报

就率先在他的房间内对李荣融进行了独家采访。 今年

3

月

4

日， 他又再次欣

然接受了证券时报记者的采访。

李荣融的言语总是充满 “火药味”， 内涵亦丰富， 从中可以感受到这位国

资委前负责人依然年轻， 充满活力， 并忧国忧民、 热切关心着国企改革步伐。

“（国进民退） 没必要去搞针对论， 非要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矛盾， 大家

不是敌人。” “这么多年实践证明， 我国公有制为主体， 国有经济为主导， 多

种经济并存发展， 已经赢得了这么高的经济增速， 为什么现在还要自己否定

自己？ 我们这种发展速度， 令美国感到压力， 他们最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东欧

那样的状况。” 这是一个坦诚直率的李荣融。 令人感动的是， 在今年两会上，

李荣融还直言， 现在对于扶持民营中小企业， 各方是 “喊得多真正帮得少”。

“如果国务院任命我当民营企业主任， 我一定当好！”

“共和国管家”谢旭人

作为共和国的大管家，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备受记者追捧， 但因其低调、

严谨的作风， 鲜有他的报道见诸报端。 有一年， 在几十名记者包围中， 在记

者用摄像机 “敲打” 其额头时， 谢旭人也仅仅是摸摸额头， 之后笑而不语。

谢旭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财税专家， 从

1994

年分税制改革， 到

2003

年

税务体制改革， 谢旭人都参与其中。 如同其担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时面临税

收结构性改革一样， 在担任财长后， 摆在其面前的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依

然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谢旭人在财政部最常说的是 “精细化管理”， 而 “为国理财、 为民服务”

则是他对财政工作的精辟概括。 今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抓紧

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收入蛋糕如何分？ 民众一定会盯紧谢旭人

手中的那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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