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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顺德大部制
革了自己的命

在全国 2862 个县级行政区
中，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政府行
政中心，恐怕是最为特别的一栋
办公大楼了。

在这座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建
筑物里，如果你想去妇联办事儿，
则需走进一个挂着“社会工作部”
门牌的办公室。这个部门囊括了
工青妇、残联、民族宗教和民政等
多个机构的职能。区委副书记周
志坤笑称，这里管理着一个“小政
府”，范围“从老到幼、从男到女、
从健全人到残障者、从天(宗教)
到地、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
外(侨务)”。

如果你想找某位区领导，恐
怕不能问他在哪间办公室，而要
问他挂帅哪个部局。大部制改革
后，新成立的部局一把手一律由
区委常委、副区长和政务委员兼
任，建立起“部门首长负责制”的
决策机制。“这叫贴身服务。”副区
长杨小晶坐在自己国土城建和水
利局局长的办公室里如是说。

这源于 2009 年顺德启动的
大部门制度改革，将原有的 41 个
党政机构压缩成 16个部局，几乎
减少了 2/3。

3 天之内完成了改革

2009 年 8 月 24 日下午，在
这座行政大楼的会议中心，时任
顺德区委书记刘海进行了大部制
改革的总动员。

不到一个月之后，《佛山市顺
德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获广东
省委、省政府批复，“大部制”正式
上马。
2009年 9月 15日到 9月 17

日，改革仿佛迅雷般掠过这座南
方小城。3 天后，新鲜出炉的 16
位部门负责人集体亮相。

这听起来就像一场突袭：时任
顺德区经贸局局长的刘怡说，自己
直到 9月 16日召开干部动员大会
时，才知道自己所在的经贸局和旅
游局、科技局、农业局等合并成为
经济促进局；区纪委书记潘东生也
在当天意外地发现，信访局也合并
到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而他本
以为会放在区委办；区委宣传部长
梁慧英也没有想到，自己将在公众
场合“表演做菜”，她所在的宣传部
的另一个牌子是文体旅游局，工作
范围包括以往由经贸局承办的美
食节私房菜总决赛。

但这场突袭并没有引发地震。
“我们不是为了造成轰动，而

是一种权宜之计。”直接参与改革
方案制定的顺德区编办副主任杨
少毅说，“快速推进可以减小震
荡，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改革已
经完成了。”

三天的改革结束之后，时任
顺德区区长的梁维东觉出了不对
劲：整整三天，自己竟然没有接到
一个求情找关系的电话。

“是不是因为我是区长，别人

都跳过我，直接去找你这个书记
了呀？”在一次私下的场合，他半
开玩笑地问刘海。

“当然不是，也没有人找我
啊！”刘海笑着回答。

精简机构

起到了化学反应

“顺德是改革的典型，我们要
擦亮顺德这块牌子。”佛山市委常
委、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引用汪
洋的话说，“经过这场改革，进一
步提升了外界对顺德的关注，我
作为顺德的一员，也受到了更多
的关注。”

在这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区
委书记看来，这场改革的指导思
想就是，如何破解体制和机制对
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 1992 年顺德人口不足百
万，现在却有 200 多万常住人
口。”梁维东举例说，“继续沿用原
有体制，行吗？”

另一组数据是，顺德现有超
过 10万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而
改革前质监局只有 30多人，难以
肩负起监管的责任。对此，刘海说
得更加直白：“大人穿着童装，是
不是很别扭？”

“你说，这个行业是归农业部
门管好，还是归工业部门、科技部
门管好，遇到问题三个部门都推
脱责任怎么办？”曾经担任顺德区
副区长、区经济促进局局长的苏
伟波发问。

而在大部制改革之后，“小政
府”面临“大社会”的问题逐渐得
到了解决。杨小晶这位自称“既管
天灾(地震)，又管人祸(三防)”的
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局长就表示，
他所在的部局在改革后对相近职
能部门进行了“合并同类项”。通
过整合分类，国土城建和水利局
的工作量优化率高达 42 . 5%，平
均办证工作日也由 20 天降低为
10天。

“我们的精简机构真正起到
了化学反应，而且效果是 1+1>
2。”梁维东评价说。

“革”了官员权力的“命”

这场大部制改革，可以说普
遍“革”了官员权力的“命”。

“革命”的武器起源于作为
1992 年改革成果的一本“职能天
书”。那次改革中，顺德市直机关
各部门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
求，制定了《顺德市委市政府各部

门职能汇编》。在这份汇编中，每
个部门的职能是什么，谁管什么，
做什么，清清楚楚。

时隔多年，这本“天书”一方
面变得越来越厚，另一方面变得
越来越公开。如今，如果你想办理
某个证件，可以到顺德区行政服
务大厅，领取一份《办事指南》，里
面详尽地标明各类证件的办事期
限和流程等。

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局长杨小
晶常常被人问候说“你辛苦了”，
理由是过去他作为主管领导只需
在台上听汇报，如今身为“一把
手”，他必须亲自抓。工作范围变
大了，权力却变“小”了，同时身为
法人代表，他还面临着被问责的
可能。

身为经济促进局常务副局
长，刘怡也发现自己的权力受到
了限制，过去自己在内部讨论中
就可以拍板的事情，现在还需要
区委、区政府办公室进行把关。

一直参与改革方案设计的区
政府秘书长马洪胜甚至希望，在不
久的未来，“天书”将全部对外公
布，到那时，每个公民都能够对政
府的决议、决策和流程进行全方位
的监督，“到时候大白于天下，你只
需要说 yes或者 no就行了”。

对此，有人惊呼道：“不改革
是等死，但改革却是找死。”

这也道出了顺德这场改革的
真正目的：不是简单地精简机构，
也不是普通的利益再分配，而是
将权力公开在阳光之下接受制
约。对此，改革的设计者用“还权
于民、让民得利”来描述。

中央编办一司司长何建中参
与了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的
起草。他评价称，“顺德行政模式”
既体现了当今世界行政体制改革
的趋势和潮流，也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行政体制，有典型性和
可操作性，可以在全国推广。

“顺德模式”

能否复制

当广东将在全省试点推
广“顺德经验”的消息传出时，
汕头市濠江区区委书记林广
华意识到，“机遇来了”。

两年前，他从东莞调任至
此，一来便听说这里的风格是

“办一个项目最少需要 260 多
天”。林广华毫不客气地指出：

“我们不知道费了多少口水才
把客商引过来，可是一到下
面，人家就感觉没有信心。行
政办事效率已经成为经济发
展的拦路虎了。”

他觉得该动用一些手段
“改变现状”，否则“这个地方
没有希望”。恰在此时，一场

“顺德风暴”刮起来了。
2010 年 11 月，广东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推广顺德经验在全省部
分县(市、区)深化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从
实际出发，推广顺德区改革经
验，深化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并在全省 25 个县(市、区)
进行推广，濠江区位列其中。

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
处长刘光大受邀牵头为濠江
区起草改革方案。他们根据顺
德的大部制经验，将濠江政府
部门由 22 个整合为 14 个，机
关干部由 126 名精简为 107
名，领导职数减掉 17%，并力
求在 2011 年底前将区权限范
围内的行政审批、许可事项精
简 50%。

“我们认为这是在体制上
动刀的改革方案，可以治本。”
林广华说。

感受“顺德风暴”的不只
濠江和乳源，也不只广东省的
25 个试点。顺德区委区政府
办公室副主任李允冠记得，自
从顺德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后，天津、黑龙江、内蒙古、
安徽以及江浙等地纷纷组团
来此“取经”，有时候一个星期
要接待两三拨。就连新加坡官
员在中国的培训班，也专程赴
顺德考察，“他们很好奇，为什
么顺德做得到”。

回到顺德改革之初，竭力
为中国提供一个“顺德样本”，
本在视野以内。2009 年 8 月，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在一次
会议中指出，顺德机构改革代
表县级城市，深圳则代表大城
市，“如果搞成功了，将推动广
东省下一步的改革，对全国都
有意义”。

顺德经验被广泛推广，但
在叫好声中也存在警示声音。

刘光大注意到，在学习顺
德经验的试点中，“有的力度
大一些，有的力度小一些”。一
位地方官员则坦率地告诉记
者：“有些地区只是进行了微
调，不能把改革的帽子戴到他
们头上去。”

顺德当地官员在接待不
少前来取经的考察团后也总
结出，“我们这里的改革就像

‘文艺片’，叫好不叫座。”
李允冠记得，浙江一个沿

海县的官员来考察后，明确表
示了担忧，“部门变得这么少，
会让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的
质量下降”，“我们不会这样
做”。

佛山市党校副校长何劲
和给出了这样的解读：“改革
都是有个性的，不存在所谓的

‘顺德模式’，不能硬搬部门设
置，而是要看到大部制背后提
高行政效率的动机，结合地区
禀赋进行创新性地复制，这才
是‘顺德风暴’的题中之意。”

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期待
这场来自“中国一线政府”的

“风暴”能够刮得更远。“将顺
德改革放在中国 2800 多个县
域背景下，其意义就越发凸
显。”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教授任剑涛充满希望地评价，

“顺德改革经验可以被复制给
这些县级行政单位。”

41 个一把手“消失”了
顺德大部制改革初启之际，

时任区委书记刘海去了新成立的
市场安全监管局，握着常务副局
长温雄的手说：“实在对不起温
局。”过了一会儿，他又拍了拍温
雄的肩膀再次说：“对不起温局。”

方案公布后，温雄由质监局
局长转任市场安全监管局副局
长。事实上，在此次“41 变 16”的
大部制改革中，原各部各局的正
职全部变成了副职——— 这意味
着，41 个一把手“消失”了。

被动刀者不只他们。

走马上任的 16 位新部门首
长，由 5 个区委常委、6 个副区
长及 5 个级别相当于副区长的

“政务委员”担任。这被视为这一
轮人事制度改革中的“铁腕手
段”——— 过去这些干部“有权力
无责任”，如今兼任部门首长，

“既要决定，又要负责”。
对于颠覆现有利益格局带

来的改革阻力，改革者们有清醒
认识。“改革要想顺利推进，如何
合理保障被改革者的利益是最
核心的问题。”佛山市党校副校

长何劲和评价道。
顺德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副

主任李允冠坦言，改革至今，一
个当初未曾预见到的尴尬源于
新设的“局务委员”——— 部门合
并后，一些大部门的局长、副局
长多达 20 人，“吃饭都要坐两
桌”，为了保证编制不突破，在各
局各部正职转副职的同时，原有
的副职则在待遇不变的情况下
被任命为“局务委员”。

今年年初，这一问题得到初
步解决。顺德区委、区政府发文

将局务委员改为副局长，而各部
门的编制也被调整为最多“一正
九副”，超编者通过退休等方式
逐步消化。

更严峻的挑战来自基层的
公务员队伍。

中山大学课题组关于顺德
大部制改革的调研报告显示，在
职业前景这一问题上，43% 的受
访公务员认为晋升机会少了、职
业前景不明，只有 4 . 3% 的人持
乐观积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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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大部制改革，把41 个党政机构大刀阔斧地调整到16 个部门。

顺德区政府行政中心。

2008 年破题，2009 年启动，

顺德的大部制已实施近两年。这

里的改革者一直强调，大部制只

是一个开端、一个导火索，因为它

只是行政改革，并没有真正改革

社会治理的方式。大部制并非顺

德改革的终极目标，那个目标，是

向公共治理型政府的转型，是“还

权于民、让民得利”。

正因为如此，许多有识之士

期待着这场改革能参与塑造这个

国家的未来，或者干脆说，期待顺

德这块试验田能为中国求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