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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全国两会

国务院机构改革

简单“合并同类项”
会使管理更混乱
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吉祥 3月1日发自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
为，在对发展现状、机构现状认识不
很清楚的情况下，不能进行非理性、
情绪化的改革，“要有效、持续和稳
步地改，不能冒进，不能改了几个问
题再出现几个新问题。”

此前学界对改革有很多期待，
如“大文化”、“大交通”、“大农业”
等。竹立家分析，此次改革应是局部
性的微调，“是在大盘子里动几颗棋

子，认准的才动，认不准再缓缓。”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政府管

理学院院长张凤阳认为，机构的分与
合只是形式，关键是政府应明确自身
定位，把公共服务做好。“政府已经退
出了一些领域，但现在仍然带有‘全能
型政府’的影子。”张凤阳说，政府在微
观领域管理得太多太细，导致本可交
给市场、社会解决的问题没做好，反过
来自己该做的事也没做好。

近日一份“国家大部委改革方
案”在网上传播，其中“将铁道部并
入交通运输部”等说法最受关注。竹
立家认为，这多少夹杂着人们的情
绪化因素，是否合理仍待商榷。

竹立家说，发达国家的政府机
构分为两块，一是制定政策并监督
其执行的部门，二是执行机构，类
似于我国的证监局、工商局等，提
供公共服务。这与他主张的决策、
执行和监督“三权分立”相吻合。他
说，不能把相似相近的行业都拢到

一个部委里。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
督由一家说了算，更容易造成管理
混乱，形成部门垄断，公共服务质量
反而下降。

竹立家举例分析，铁路是关系
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设施，铁道部不
能取消，而应调整为国家铁路局，负
责铁路运营、建设、发展、管理等工
作，把承担的政府职能放到交通运
输部。交通运输部则是决策部门，负
责制定交通运输方面的公共政策，
对各个独立运行局进行监督。

●铁道部应改为“铁路局”

行政体制改革已在一些地方先
期试点。广州1月底公开大部制改革

“时间表”，顺德则在2010年就已
摊开，因其将41个党政机构整合为
1 6个，被认为是“最大胆”的大部
制改革。不过，“下改上不改”带来
了上下对接难题，年底时一个部门
要写多个总结应付上级检查。十八
大期间，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不忘
提醒：“职数削减后容易‘死灰复
燃’，一定要加大监督力度，确保改
革效果。”

“机构改革必须结合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适应群众
需求，才能理顺关系、明确权责，更
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竹立家说。

他认为，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
改革不一定非要严丝合缝对接，各
个省、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人们的愿望要求、经济地位环境等
不尽相同，最终还是要根据本地的
实际情况设置政府管理机构，未必
要与中央或者省里对接。

张凤阳也提醒，机构设置不能
简单凭人员多寡确定好坏，而是要
看是否能满足公共服务的需要。

●要严防被撤部门死灰复燃

1982年

组建了经委、水电部、机械工业部、建设环保部、劳
动人事部、商业部等。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精简
了各级领导班子，国务院各部委都是一正二副或一正四
副，加快干部队伍年轻化。

目的 提高工作效率，干部年轻化

1981年国务院部门有100个，为建国以来最高峰。
机构臃肿，已不适应改革开放需要。

背景

亮点

1988年

将计委、经委合为新经委，组建物资、能源、机电工
业、航空航天等"大部"，拆分劳动人事部等。实行职能、
机构、人员"三定"，为以后的管理奠定了制度基础。

转变政府职能

1987年底国务院机构又膨胀至72个。在推动政治
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经济部门需从直
接管理为主转为间接管理为主。

目的

背景

亮点

1993年

新增经贸委、内贸部，拆分能源部等，将航空航天部
等改为总公司或行业总会，退出政府序列。中纪委和监
察部合署办公，理顺纪检检查与行政监察的关系。

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由于经济过热，加上随后的政治形势，政府又增加
了集中手段，机构又膨胀起来，1992年达到86个。

目的

背景

亮点

2003年

新增发展与计划委员会、信息产业部，将煤炭、冶
金等工业经济专业管理部门改为委管国家局。抓住突
出问题，开启机构改革由"瘦身"到"健美"的转变。

形成规范、透明、高效的政府机构

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

目的

背景

亮点 1998年

将计委改组为发改委，设银监会、商务部，将药监
局改为食药监局，撤销经贸委、外经贸部。政府职能转
变有重大进展，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

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政企不分，职能重叠，1996年底财政供养人员达
3673万人，平均每30个国民供养1名行政事业人员。

目的

背景

亮点

2008年

合并或撤销信息产业部、交通部、人事部、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环保总局、建设部等，新增住建部、工信
部、交通运输部、国家民用航空局、人社部、环保部。

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眼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探索实行大部制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组织保障

目的

背景

亮点

●不能改了老问题再出新问题

本轮大部制改革如何从过往探索中汲取经验教训，防止改了老
问题出现新问题？专家认为，机构改革并非部门越少越好，而应以转
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使政府角色回归到公共服务提供者上来。

（改革开放以来） 制图：本报美编 许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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