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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为临时
办事机构。

由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杜星垣兼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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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委员会(简称体改委)”。

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兼任主任，作为研究、
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性专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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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改委主任一度由中央政治局委员、
原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担任，之后，又
回到总理兼主任的惯例，1988年由李鹏兼
主任。

国务院机构改革，设立“国务院经
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

体改办
与国家发展
计划委员会
合并，成立国
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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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仲藜任体改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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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 王岐山任体改办
主任。

最高层面的议事协调机构

中央财经工
作领导小组

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

中央宣传
思想工作
领导小组

中央外事工
作领导小组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解读改革新坐标

这一领导小组将为
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
的组织保障。继上世纪80

年代成立国家经济体制
改革委员会之后，现在重
新确立关于改革的专门
机构，并建立在中央最高
层，是一个信号，说明改
革不只是说说而已，也是
大家多年呼吁和期盼的
结果。这样的机构设在中
央是合乎逻辑的，也和当
前改革的发展阶段相吻
合。

——— 中央社会主义
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

王占阳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充分体现了中
央对改革的高度重视和
强烈决心。以前统筹各方
面的改革主要由国家发
改委来承担，由于改革的
复杂性和紧迫性，以及加
强各项改革统筹协调的
必要性，国家发改委作为
国务院的一个职能机构，
在一些方面尤其是政策
的制定上受到局限。相对
而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的成立更具权威性，
能够保证改革的设计、协
调、推进和监督每一个环
节的落实，有助于确保改
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

——— 中共中央党校教
授 谢春涛

专家观点

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水平和
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实。各级党委
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

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公报
原文

改改革革领领导导小小组组最最好好总总书书记记挂挂帅帅
毛寿龙：此举可破除部门利益最大化带来的改革阻力

“很多改革是由部门来推进，结果是越推越保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
教授、博士生导师毛寿龙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可以破除部门利
益而导致的改革阻力，推动改革深入进行，但由总书记挂帅才能保证全方位推动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中央成立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作为一个新的领
导小组，它的组织架构应该是怎样的？毛
寿龙认为，组长应该由总书记亲自担任。

“全面改革，就包括军队改革，习近平是军
委主席，若只是涉及政府改革，总理担任
组长就可以。其他人都是分管，只有总书
记才是全面的，所以组长非他莫属。”

此外，毛寿龙认为，可以有很多人任副
组长，中央政治局几个常委都可以任职。

“还可以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这个办公室主任应该会由正部级的官
员来担任，推动各个方面的改革，有可能是
中央书记处书记，也有可能是正部级以上
的官员担任主任，这要看具体人员。”

毛寿龙说，领导小组将会有强大的政
治资源推动各方面改革，比如党的改革、
军队的改革、社会改革、市场化改革等，级
别高就会有一定权威性，从而保证能够协
调各部门推动改革。

确保全方位改革需高级别领导协调

毛寿龙认为，过去很多改革，只要有
领导小组，或者改革委员会，改革都推进
得特别好。比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务
信息公开和政府绩效管理等。“事实证明，
只要有改革领导小组，或者类似的机构，
改革就会推进得很好。”

此外，还有很多改革并不成功，在毛寿
龙看来，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些改革由部
门来推进，结果是越推越保守。“受部门利益

的牵扯，很多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受
部门利益的影响。”毛寿龙说，部门利益最大
化、部门权力最大化，甚至负责起草立法的
都是本部门，这就导致很多腐败问题。

毛寿龙表示，地方上一些改革也亟需
国家来解决改革的阻力问题。比如土地流
转、城乡一体化问题等，地方上一些改革
遇到重大问题时突破不了，这时候就亟需
国家高层次推动。

部门利益牵扯成阻挠改革的绊脚石

本报特派记者 陈玮 发自北京

好的政策出来，因为没有机构去落
实，也是导致改革失败的原因。毛寿龙举
了一个例子，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有个
文件，是关于推进分类改革事业单位的问
题。文件出来以后，因为没有相应的机构
去落实，一直推不动。“比如国有企业去行
政化改革，也没有相关机构去落实，让国
资委落实，国资委是正部级，下面企业是
副部级，很难推行。”

毛寿龙认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成立后，权力会比较大，地位也比较高，但
权力不是具体的落实，而是推动，落实中
央的指示，进行督查、协调，向党中央报告

和负责，在中央的支持下开展工作，从而
保证推动改革。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如何
一步一步推进改革？是否还需要探索？毛
寿龙表示，顶层设计有了，需要与摸着石
头过河相结合。“打个比方，实行高速免
费，就造成了很多地方堵车，在这种情况
下，就需要出台相应措施，包括交通管制
等。”毛寿龙说，顶层有了设计，下面执行
上还会出现一些具体的问题，还需要因地
制宜地探索，给地方执行留出一些空间。

“应该有合理的治理机构，改革是多层次
的，不是从上到下千篇一律。”

好政策需要强有力的机构落实

体制改革机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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