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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经济压力持续增加，突出表现为新增就业大幅减少，非公部

门的投资显著下降。国家统计局 5月 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上升 0.3 个百分点至 6.1%，创 2020 年 3 月以来新高。其中，

16 岁—24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录得 18.2%，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并远

超欧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速与国家投资的增速差距进

一步拉大。民间投资进一步萎缩。2022年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8.4%，再度落后于全国增速（9.3%），民间投资热情在今年一季度明显减

弱。 

近期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

要着力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增长保就业保基本民生。概括而言，就是要以

促进就业为首要目标，要以改革的办法解决当前问题。 

当前的纾困政策呈现多点、频繁、力弱的特点，各个部门、各地方频

繁推出纾困政策，但多数政策随时间推移而效用衰减。如何以纾困推动改

革进程，以制度化的方式增加就业、降低税负、促进投资，才是根本之策。 

以制度供给推动新增就业，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意。笔者仅就工作、

研究所及的财税、法律、教育领域，提出三个方向的改革建议。 

（一）开放个体律师执业许可 

执业律师比例的多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化水平。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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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行业资料显示，截至 2019年全国执业律师有 34万人，每万人拥有律

师数 4.08人，这个水平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德国的五分之一，略低于

韩国，略高于日本。 

中国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行业的管制较为严格，律师服务的市场化程

度较低，导致各地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形成一定垄断，法律服务缺少市场竞

争，各类法律服务价格偏高，市场上缺少普惠的、低收费的、深耕社区的

律师群体。高收费与普遍平庸化，是当前法律服务市场的基本特征。 

要建设高质量的法治社会，实现依法治国，一个高素质、数量充足的

律师群体以及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必不可少。因此，如何吸引更多的法科

生投身律师行业，为法律服务市场注入活力？开放律师个人执业是一条捷

径。 

目前的《律师法》对个体律师执业尚存在苛刻限制。比如第十四条规

定，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的四个条件中要求“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

部门规定数额的资产”。毫无疑问，法律服务质量与律师的资产状况并无

相关性。再比如第十六条规定，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法第

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外，设立人还应当是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普

通律师只需要一年的实习经验，即可加入律所正式执业，对于个人律所的

五年期限显然过高。 

市场竞争下的法律服务，靠的是甲乙双方的自由交易，律师的水平高

低与收费价格直接相关，最终还是由委托人决定的。执业年限并不是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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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水平和收费标准的充分必要条件。律师的水平高低、服务优劣，最终

表现为市场竞争力，只要市场充分开放，服务对象有充分的选择权，最终

市场会实现优胜劣汰，法律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的。 

建议放宽个人律师事务所的注册条件，促进律师个人执业的发展，让

法律服务市场活跃起来，培育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更活跃的律师市场，

为年轻法律工作者创造就业空间，增加就业机会，给怀揣法治梦想的法律

人提供扎根基层、维护正义、报效国家的机会。 

（二）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有报道称，2020年疫情后中国青少年心理问题发生率显著上升，部分

城市已达 45%，表现为以学习障碍、情绪障碍、行为障碍等为主的不良心

理状况，严重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2020 年 4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发文，明确要求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纳入整体教学计划，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师配备按师生比不低于 1：4000。

这么低的配比指标，难以应对当前如此严重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况且在

实际中，这只是个“软指标”，并没有严格考核。更可悲的是，该文件只

关注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而处于青春期、更敏感更脆弱的初、高中生被

严重忽视。 

要应对当前的困局，应该在初中、高中和高校做到三件事：（一）心理

健康课程进教室，成为必修课。（二）每年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建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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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心理健康档案，完善心理危机预防干预机制。（三）专职心理健康教师最

低按 1：400配置，约等于每 10个班配一个专职老师。 

心理健康决定了人的一生的幸福和生活质量，正如教育部文件中所述，

政府应该把全面加强和改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作为培育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内容。为了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和人生幸福，增加

教师配比，加大教学和服务投入是值得的。以当前初中以上在校学生有 1.11

亿人计算，可新增 25万个心理健康教师的就业。当然，专业教师也不是短

时间内就可以培养出来的，如果今年开始加大专业师范生招生，4 年后师

资需求就可以逐步得到改善。而测评、心理档案建立、心理健康普及课等

工作是可以通过短训得以升任的。 

以改革提速，带动新型服务业和新增高端就业的空间还很大。笔者前

一周专文阐述了加速个税综合申报制改革，并积极推动个体税务代理人制

度落实，可以为社会提供超过 15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其复合效应是，国

家加速推进了税务制度的改革进程，培育了税务管理的社会基础，维护了

纳税人权利，并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 

充分的市场开放，大力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减少行业管制，可以

激发民间的投资热情，从而改善预期，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向好。 

（一）大力开放民营银行牌照发放，进一步放松对银行的业务、人力

资源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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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民营银行许可已经多年，但发放牌照的进程过于缓慢，目前仅有

18家获批开业。中国现有近 5000家商业银行机构，民营银行占比太低。

为了激发民间投资，为民企、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政府应该降低银行

准入门槛，加快发放民营银行牌照的步伐。 

其次是，国家对银行的业务范围、管理规范、产品设计和价格，以及

分支机构都有严格限定，还主导人事任免。这导致每家商业银行都像是主

管部门的附属机构，经营自由丧失，银行服务业的市场机制失效。更重要

的是，要放松对银行金融服务的利率管制，放松业务限制。在银行、金融

机构的人事任免方面应采取市场化改革，对民营银行应该放弃管制，采取

公示、备案制度，为企业经营松绑，增添活力。 

民营银行不仅以服务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为主旨，更可为中国金融服

务注入活力。民间资本对银行的投资，可以放大其投资效应，对中小企业

纾困也十分有利。 

（二）开放民间资本投资各类教育行业，为教育业注入活力 

民生领域涉及全体人民，具有广阔的市场，仅就教育、医疗两个领域，

每年就有数十万亿的收入规模。如果充分开放市场准入，投资的潜力巨大。 

在广东省，民办教育已经占据了教育市场的近三分之一，在一定程度

上维护了教育公平，又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财政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的基础教育存在两大困境依然没有摆脱，一是独木桥式的发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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