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专电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

变方案》在28日闭幕的中共十
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标志着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七次政府机
构改革拉开大幕。“新一轮机构
改革必将深化对市场经济条件
下政府职能与权力运行的认
识，从而呈现出与以往数轮改
革不同的时代特点。”中央党校
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说。

政府职能转变是核心

对比5年前十七届二中全
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此次通过的方案在题目中
增加了“职能转变”四字。“以职
能转变为核心”，二中全会公报
28日在谈到这个方案时说。公
报强调，行政体制改革要深入
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
事分开、政社分开”，处理好“政
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
地方”的关系。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
会长魏礼群说，转变政府职能
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
键。政府职能要实现三个转变，
即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
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中国已经提出到2020年建
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
标。与之相比，我国现行的行政
体制还有不小差距，包括政府
职能转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
主体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比较薄弱；政府结构不
合理，职责关系不顺；政府管理
方式需要改进，行政效率有待
提高。

“从现在到2020年只有8年
时间，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时
间紧、任务重。”魏礼群说。

不过，这位专家也指出行
政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
防止改革进展缓慢，又要防止
改革急于求成。”

可能减少3至4个部门

二中全会公报释出了国务
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原则
性思路，但具体如何操作，诸如

“大部门制改革走向何方”、“哪
些机构会被调整”、“会否成立

‘国家改革委员会’”等人们关
注的一些悬念，都要等到3月初
方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审议时才能揭晓。

破冰于2008年的“大部门
制”改革受到各方瞩目，当年的
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
成部门从28个减至27个，“大工
业”“大交通”等“大部制”设想
初步实现。

去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
“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

部门职责体系”，显示了中央对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政府
组织结构的决心。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
许耀桐说，从十八大报告提出的
原则看，此次国务院进行大规模
政府部门撤并的可能性不大。

“此次改革应属微调，我估
计将涉及3至4个部门，从而将
国务院组成部门从2 7个减至
23、24个左右。”许耀桐说，“大
部制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指望
一步到位。”

地方再次走在了前面

有媒体报道，新一轮“大部门
制”改革将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民
政等部门职能，整合完善铁路运
输等重要领域的管理体制。

至于呼声很高的“大文化”
改革，许耀桐认为也有合理性。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都已经成
立“文广新局”，合并了原先的

文化、新闻出版、广电部门。
“地方再次走在了前面，地

方先行试水的经验十分可贵。”
他说。

针对热议的将铁道部并入
交通部的“大交通”方案，有专
家表示，目前铁道部身兼规划
投资、行业监管和企业运营等
多重角色，需要同步完成政企
分离。

从中央到地方进行的大部
门制改革实践表明，机构层面
的“物理整合”相对容易，而职
能转变到位的“化学整合”困难
得多。

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
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宁曾表
示，目前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还
不到位，社会职能转变刚刚起
步，一些部门仍旧习惯以传统
手段管理经济社会，导致定位
不准、越位、缺位。“这些问题都
有待新一轮大部制改革解决。”
他说。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题目增加“职能转变”四个字

大规模部门撤并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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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即将拉开
大幕，众所周知，此轮改革的最
大阻力是调整权力，或曰权力
再分配。权力再分配从来不是
容易事，社会能否参与权力分
享，是对此次政府机构改革成
效的重要检验。

政府机构为什么要改革？
有的部门机构臃肿、程序繁杂、
效率低下，有的事务多头管理、
利益割据、权责不明，但容易被
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政府权力
太大，手伸得太长，什么都想管
都想干涉一把，管得太多，容易
惹人嫌。

尽管公务员上班打牌玩电

脑游戏之类的现象屡有发生，
但很多政府机关确实很苦很
累、忙忙碌碌，开不完的会、看
不完的文件、跑不完的场子，只
是吃力不讨好，老百姓不认可，
说你在瞎忙。

有些部门有时候确实很
忙，比如评名牌，比如直接组织
融资和操办项目，比如热衷通
过审批来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
动……这些部门在体验权力带
来的快感的同时，也在吞咽折腾
带来的郁闷。为什么非得把不该
做的事都揽在自己头上？为什么
就不能想开点、放开点？为什么不
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
的事给市场、给社会管？

但是，一涉及“分权”，这事
就难了。有些是舍不得“割肉”，
担心相关编制、经费没了，不愿
放权；有些则信奉“审批就灵、
不批就乱”，担心出现监管真
空，不敢放权。说到底，还是对
权力的恋栈与迷信。

不走出权力欲望的泥潭，
不打破利益割据的格局，政府
机构改革谈何成功？不在政府
与社会之间进行新的权力划
分，明确政府该管什么、什么要
社会负责，政府机构改革谈何
成功？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
织的关系，实现有效分权，是中

国在新起点实现有效改革的关
键。政府应该集中精力务正业，
把该做的事做好；让出社会活
动和管理的空间，也为各类群
团组织、社会中介和行业协会
等社会组织的发育成长创造条
件，激发社会的积极性，真正促
进从“审批型政府”到“服务型
政府”的转型。

政府精力有限，“越位”的
事做多了，“缺位”难免增加。比
如说，地方政府没必要以“宣传
城市”的名义，花钱去追星、去
办各样节庆，倒应该为困难人
群多提供些公共服务，比如多
建一些孤儿院，让类似河南兰
考大火的孤儿少流点眼泪。

格新闻分析

机构改革最大阻力是调整权力

国务院机构改革备受关注。(资料片)

自１９８２年至２００３年，党中央、
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中往往以机构
改革来指代行政体制改革。１９８２年
１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精简机构
是一场革命。”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８年制定的三个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都涉及机构职能、运行方
式等内容。如：１９９８年２月，党的十
五届二中全会和随后的九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机构改革的
主要任务是转变职能、调整分工、
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办事高效、
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
制。显然，在这一时期，机构改革一
直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代名词”。

２００３年２月，党的十六届二中
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
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随后
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
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把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区分开
来。２００８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同样对二者作了区分。

由于在很长时期内，我们常常
以机构改革来指代行政体制改革，
结果给人们造成一种片面认识，即
行政体制改革就是机构改革。只要
一提到行政体制改革，人们想到的
往往就是政府机构的调整，关注的
也主要是机构的撤立分合。实际
上，政府组织机构只是履行政府职
能、承担政府责任的载体，是政府
的“表”，政府机构改革也只是行政
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尽管很重
要，但远不能反映行政体制改革的
内在本质和核心，更不能代替行政
体制改革。 据新华社

机构改革只是

行政体制改革的“表”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27
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
凯指出，大部制改革表面上是机
构调整，实际其背后是权力调整。
目前一些领域存在权力部门化、
部门利益化等问题，大部制调整
必将涉及部门利益。如果要把有
实权的机构拿掉，必然会遇到较
大阻力。因此，高层在推进大部制
改革时，会本着积极而又稳妥的
原则，不会急于求成。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月26日说，
这将是中国2008年以来首次大规模
国务院机构改革。 据新华社

外媒：

大部制改革

不会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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