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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实习生 葛若佳 王英政

编办的变化

“单凭部门之间协商讨论作用不大。”山东省编办行政审批改革
工作人员张海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2013年7月，湖南、山东等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牵头部门由
监察厅调整为省编办。此前1个月，国务院明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
作牵头单位由监察部调整为中央编办，国务院审改办设在中央编办。
这种调整从中央一直延伸到区县。

2013年5月曾经借调中央编办帮忙的浙江大学行政法学博士李
萍认为，此次调整使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加顺畅。

早在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成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从2002年到2012年，国务院分六批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共
计2332项，1690项是在2002年到2004年三年间取消和下放的。

“之后有所放缓，2005年到2012年，8年间仅取消和下放三批次共
642项，连前三年的一半都不到。”李萍说。

她告诉齐鲁晚报记者，2013年6月之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主要由监察部牵头负责。根据国办发(2001)71号文件，明确领导小组
办公室设在监察部，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2008年5月25日，国务
院批准建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
监察部、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2个部门组成，监
察部为牵头部门。

“2008年到2012年，表面看上去是‘放’，实质上是‘收’，从一个肚
兜到了另外一个肚兜。”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
创新中心研究员于君博说，这种反弹，让学者有所指责。

李萍告诉齐鲁晚报记者，牵头部门改为编办，不再像过去举行联
席会议一样，其他部门随便都能插一手，增加取消和下放的难度。中
央编办开始自己储备各领域专家学者，决定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
项目。

中央编办等部门此前称，国务院专门成立职能转变评估专家组，
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协调小组领导下工作。专家组由熟悉政府管
理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司局级以
上领导干部组成，对牵头部门提出的拟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等事
项，集中进行讨论。

2013年3月，郭树清来到山东任职后，对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制度
非常重视，刚履职不到半月，就谈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求切实转
变政府职能，下决心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

从4月份开始，山东省编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关于推进政
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减少行政许可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7月
底，《意见》出台。《意见》规定，要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坚持同一
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将不同部门相同或相似的职责整合
到一个部门，解决职责交叉、职能分散问题。

“估计在编办与部门沟通中，可能会遇到部分阻力，但如果是省
里统一部署，有意见的部门也不得不放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
情人士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416项权力去哪儿了

据统计，2013年至今，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共416项。2013
年5月，国务院第一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公布目录
中，取消71项，下放20项，其中关于国家发改委的占到26项。

“可以看出，行政审批改革的方向是给市场让权，过去是跑北京
求着发改委发批文，以后求爷爷告奶奶看发改委脸色的事情估计要
少很多。”于君博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2012年，《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一天下午随机采访了江苏三个地
级市发改委主任，就有两人正在北京跑项目。

据记者初步统计，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与企业、市
场直接相关的前三项分别为17项、29项、35项。

“很多都是与企业一些经营活动、业务活动直接相关的，取消和
下放后能去掉不少障碍。”于君博说。

山东则更为明显。行政审批牵头部门转到省编办后，第二批取消
的17项行政审批事项中，关于省发改委的有3项。“第三批取消和下放
前，省里也强调要对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商务厅等行政审批事项
较多的部门进行改变。”一位知情人士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第三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93项，公示的86项中关于省发
改委的27项、省经信委12项、省商务厅16项。关于投资审批类型的事
项，如项目核准，省发改委取消和下放20项、省经信委4项、省商务厅
14项，三个部门共38项，占到三个部门取消和下放的69%。

“省政府要求对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各级、各部门相对
应的事项也一律取消，不得变相实施。”张海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山东省政府下发文件中规定，对于承接的行政审批
项目，山东省监察厅及时纳入电子监察系统，对违规行为实行网上警
示和问责。省编办也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市、各部门落实和衔接工作督
促检查。

与此同时，国务院出台严控新设行政许可措施。李克强总理强
调，不能按下葫芦浮起瓢。对搞变相审批的，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
人员责任。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并不是盲目的。面对产能过剩问题，
国发(2013)47号文明确，对于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
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项
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
方政府要按照国务院关于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指
导意见的要求，严格控制
新增产能。

空空降降的的
权权··利利

2012年5月，国家发改委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后，湛江市长王
中丙，在国家发改委门前高高举起批文，并亲吻。王中丙为此奔波4年，批
复意味着湛江700亿元投资。这种“范进中举”式的举动，在中国并不少
见。舆论颇多诟病之处在于对行政审批易滋生的权力寻租、无法可依的
责难。

如今，行政审批被视作改革“动刀”的方向，李克强对此态度坚决：今
年将取消和下放200项。国务院也抓紧制定“负面清单”，让市场“法无禁
止即可为”，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

让基层和企业当家做主，不求人，这是行政审批改革的方向，更是国
家治理的方向。

编者按：恢弘巨制的改革，总是映射进具象而细微之中。当一方是独
生子女夫妇的第二个孩子亮出第一声啼哭，当农村老人领到第一笔养老
金……大改革，便溶解于这种世俗而充满烟尘气的生活里，便是改革的
指向和民心所向。今天，我们推出“大改革中的小日子”系列报道，以微观
的姿态、细解的方式，倾听改革落地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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