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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 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 ，

政府机构 改总理 、 国务委员 、秘书 长组成 。
９８ 个部委 、

直属 机构等

革作 为 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 的一 部分对我 国 经济调整为 ５２ 个。 人员从 ４９ 万人减少为 ３２ 万人 。 在地方

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 本文对政府机构改革的层面 ，开始试行市管 县 ，地市开始合并 。 在农村设立乡

历 程进行梳理
，
从综合协调 、行政效 率 、社会资本政府

，
五级管理体制 已 见雏形 。 从上至下实行干部离

等 方 面 阐述政府机构 改革 的 重要意 义 ，
并从综合退休制 度 。

配套 、数量与 职 能 匹 配 、 权力 制 约 等几 面 思 考政为 了解决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 的遗 留 问题 ，
逐步

府机构改革的 途径 问题
，提 出我 国 的政府机构 改建立具有中 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

１ ９８８ 年开始第二

革从 国 情 出 发
，

以 职能转 变为 核心
，
理顺关 系

，
提次政府机构改革 。 设置 ４ １ 个部委 ，

１ ９ 个直属机构
，

１ ５

高 效率
，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个 国家局。 改革 中第
一次实行定职能 、定机构 、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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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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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定
”

工作 ，并在省 、 市 、县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试

点 。 第一次开始施行政企分开 。

＿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
英 国 大部 门 制度改党 的十 四大提 出 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革拉开 了现代世 界各 国 政府机构改革 的 序幕 。 的 目标
，
按照该 目 标

，

１ ９９３ 年开始第三次政府机构改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
西方革

，
设置 ４０ 个部委 、 国务 院办公厅 、

１ ３ 个直属 机构
、
５

各国 为 了应对各 自 的危机
，
在

“

新公共管理
”

的个办事机构
，
国 家局 由 部委管理

，
对各级地方政府机

思想 和技术影响 下
，
均开始了适 应各 国经济社构编制进行核定

，
继续坚持政企分开 。

会发展政府机构改革 。 １９７８ 年党 的十一届 三 中根据党 的十五大精神 和要求
，
为 了逐步建立适应

全会把党 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
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有 中 国特色 的行政管理体

着工作重心 的转移
，

１ ９８２ 年我 国 开始 了从 中 央制
，

１９９８ 年进行第 四次政府机构改革 。 设置 ２９ 个部

到地方的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 。
２０ １ ３ 年政府机委 、

国务院办公厅 、
１ ７ 个直 属机构 、

５ 个办事机构
，
相

构改革方案 出 台
，
这 已经是我 国 政府机构 的第应的各级政府机构改革陆续展开 。

七次改革 。根据党的十六大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和

―

、改革开放 以来 ，
我 国政府机构改革历 程任务

，

２００ ３ 年进行第五次政府机构改革 。 依据经济社

我 国改革开放 以来
，
为 了适应经济社会的会发展的形势

，
政企分开 、权责一致原则

，
推进行政审

发展
，
先后 在 １ ９８２ 年 、 １ ９８８ 年

、
１
９９３ 年

、
１ ９９ ８批制度改革等要求

，
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中

年 、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８ 和 ２０ １３ 年进行 了政府机构改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革 。管理局、 改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为 国家发展和改革

十一届 三 中全会的召 开 ，
经济建设成为全委员会

、
改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为 国家人 口 和计划

党的 中心工作 。 随之 出 现了政府机构 与职能同生育委员会 。 从实际 出发进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

经济建设不适应 ，机构 庞大 、人员 繁多 、
职能不根据党 的十七大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的要求 ，

清 、
运转失效等等一系列 问题 。 为适应全党的 中２００８ 年实施大部 门制改革 。 通过调 整 ， 设置 ２７ 个部

心工作
，
转变政府职能

，
提高效率

，

第一次政府委 、 国 务 院办公厅 、
１ 个直属 特设机构 、 １ ６ 个直属机

机构改革全面展开 。 在 国家层面 ，
减少 副总理职构 、４ 个办事机构 、 １ ４ 个直属 事业单位 。 其 中

，
国家能

数
，
设立 国务委员 ， 国务 院常务会议 由总理 、副源局 、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 、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环境保护部 ，组建住房和城 乡 建设部 、 间权力 逐渐出现强弱分化 。 强权部门对政策施加有利Ａ

国家 民用航空局
，

卫生部管理 国 家食品药品监于本部 门 的影响 ，
行政对政治 的主导就无法避免 。 为￥

管局 。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按照 国 家机构改革要了 能够更好的保证各职能部 门 的管理效度 和 相互关ｆ

求进行 。系协调增设的协调机构根本无法对 强权部 门 发挥作￥
党的十八大顺利 召 开

，
按照深化行政体制改用

，
中央 的控制 力 降低

，
政府机构 的 有效运行 受到 制ｇ

革的要求 ，
２０ １ ３ 年进行 了 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 。 约

，
甚至影响到政治层面 。 近两次机构改革

，
以职能合ｇ

本次改革紧紧围绕职能转变 ，
稳步推进大部 门制理划分与重新整合的 大部 门制改革为主 ，

使得政府机

改革 。其 中
，
撤销铁道部 ，

在铁路系统实行政企分构 的职能逐渐清晰 ， 部门 间 的争夺和推诿现象在一定

开
，
组建 国 家铁路局和 中 国铁路总公司 ；撤销卫程度上得以控制

，
中 央的综合协调能力逐步恢复 。

生部
、
国家人 口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重新组建 国第二

，
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 效率是投入与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重新组建国 家食品药产 出 的 比

，
行政运行成本增加

，
效率就会降低

，
而增加

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新闻 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的行政成本往往会转嫁到社会
，
进而影 响经济社会 的

局 、 国家海洋局 、国家能源局等 。 改革后 ，
部委减发展速度 。 为了能使政府机构有效运行 ，

必然要投人

少 ４ 个
，
国务院办公厅及部委共计 ２５ 个 。

一定的资 源 。 部门增多 ，有 限 的资源势必分散
，
这就会

二 、政府机构改革 的重要意义影响资源的使用率 。 政府机构职能交叉重复
，

资源使

改革开放 以来
，
我 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 ，

新用 的重复浪 费是不可避免的 。 信息传递过程 中
，
传递

技术的运用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
新领域的涌现者越多

，
其速度 和完整性会受到一定影 响

，
行政效率

和管理流程 的优化促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 。 降低
，
管理层级的增 加

，
会使得这一现象 出现 。 以职能

为 了适用发展 的趋势 ，
政府管理职能随之扩张 ，

转变为 核心 的政府机构改革
，
重新对部 门进行整合 ，

涉及各个领域 的政府机构越来越多 。 社会各个请晰划分职能 ， 职能 和机构的 匹配程度 提 高 ，
减少资

领域联 系 的紧密和依赖
，

各个政府机构 间 职能源重复浪费 ，
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
提 髙政府行政效率 。

ｍ
交叉重复 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 随着政府机构 的第三 ，

有 利于适应经济社会 的发展 。 政府行政机

增多 ，
管理幅度开始加大 ，

在原有管理层级上不构增多
，
在职能交叉重 复 领域争夺 和推诿现象

，
使得

得不增 加新 的层级减小管理的难度 。 在新层级行政审批程 序繁 多 ，
由此产生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上增加 的协调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管理机是 由社会领域各个行业与普通老百姓来承担 。 资本具

构增 多的 问题
，
但 由此带来 了管理层级不 断增有逐利性

，
会 向使用率高的地方聚集 。 随着全球化进

多的新 问题 。 政府机构 出 现不断膨胀的现象
，

运程 的加 剧
，

“

用脚投票
”

的现象屡见不鲜
，
社会资本 向

行成本随之增加
，
效率低下 控制 和协调难度行政审批程序简单 、

成本低 的地方聚 集 。 以职能转变

大 。 在现行官僚制下 ，
由 于其私密性和人性的 弱为核心 的政府机构改革 ，

通过职能清 晰划分与部 门合

点
，
各部门在交叉重复 的职能领域基于 自 身利理整合 ，

使得行政审批程序简 化 、成本 降低 ， 国 内资本

益 的争夺越演越 烈
，
而对

“

无利 可 图
”

的 职能领愿意 留 在 国 内
，
国外资本也会向 国 内 移动

，
这对于经

域 出 现推诿现象
，
这种状况对政府机构 的有效济社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 的 。

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极为不利 。 为 了在一定程三
、对政府机构改革 的几点思 考

度上解决机构膨胀 、 职能交叉 、 相互推倭 的状（

一

）
政府机构改革 的 综合配套

况
，
更好适应经 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

以 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的
一部分

，
行

为核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政管理体制 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
一部分 。 从二十世

依据政府机构运行 的有效性和 经济社会发纪初开始的政治行政二分
，
行政只是作为政治的工具

展 的需要
，
进行政府机构 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 ：被分离 出来

，
而不是绝对独立 。 如果行政管理体制 改

第 一
，
有利于提高 中 央的综合协调能力 。

二革过快
，
或者是触及到 政治体制 的边界 ，

势必会与政

十世纪初
，
行政从政治领域划分出 来

，

作 为政治治体制发生 冲 突 ， 不但无法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
甚

的工具对社会进行管理
，

已成为世界各 国普遍至会对政治稳定造成影响 。

采用的方式和不争的事实 。 各个职能领域的政我 国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关键还要进行 主动 的 综

府机构基于 自 身利益 的争夺与推倭
，
使得部 门合配套改革

，
而首 当其 冲的 则是宏观层 面 的配套改



ｇｌ
革 。 经济体制 改革的复杂性和政治体制改革 的滞力是无法提高的 。 如 果在政府机构 内部对决策权 、

＿ 后性
，
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 了较严重 的阻力 。 执行权和监督权进行分离 ，

等 于
“

换汤不换药
”

， 无

＿
一方面

，

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其阶段性 的需要对行法改善权力制 约的问题
，
而 由此带来 的是机构继续

＿ 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作用 。 如果在膨胀 。 因此 ， 必须从政府机构之外寻求解决的途径 。

Ｂ Ｂ
经济层面上未发生明显 的转型

，
行政管理体制就首先

，
监督权问题是当 前要 解决 的重点 问题。

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 另
一方面

，
政治体制改革 的即 充 当法官 又充 当 陪审 团

，
势必影 响公正性

，
监督

滞后性会构成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的羁绊 。权问 题同理 。 因此
，
应该充分发挥人大

、
政协的监督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需要
，
必须进行以 职能功能

，
并 利用 网络媒体和 社会组织拓宽监督 的 渠

转变为核心的政府机构改革 。但在发展过程中新领道
，
监督政府决策 和执行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 同时 ，

域还会不断 出现
，
政府机构间 出 现真空地带是不可政府机构应该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
正确 面对社会的

避免的现象 ，
政府机构改革只能是在当前形势下满监督 和评估 ，

并吸收社会公众的智 慧 ，
使社会公众

足发展的需要
，
不可能

一劳永逸 。 因此 ， 依据国情 ，
参与到政府行政 中 来 。

依据形势 和需要 ，
进行政治 、经济

、
管理的综合配套其次

，
决策权与执行权只能在部 门 内 部进行层

改革
，

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趋势 。级分离 。 决策与执行具有连续性 ，
决策层 对执行层

（
二

）
政府机构改革的 数量 与职能 匹 配的适度控制是必要的 。 决策与执行完全分离

，
决策

政府机构改革中 ， 数量问题
一

直备受关注 ，
但层对执行层的控制就会消 失 ，其管理的有效性就会

这只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外延
，
而职能转变才是其遭到破坏

，
混乱 、推倭现象随之 出现 。 决策是否脱离

内涵 。 从我 国 已经完成的六次政府机构改革和正实际
，
执行能否完全按 照决策

，

两部分之间 的衔接

在进行的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
，
我都会出 现问题 。

们还无法跳 出
“

精简一膨胀
”

的怪圈
，
实质是 由于世界各 国不断进行着政府机构改革

，
这都是依

ｎ政府机构数量与职能不匹配 。据本国 的发展程度和发展状况进行的 。 我 国 的政府

？政府 机构改革的关键不是 在数量 的多 少
，
而机构改革也应该依据我 国 国 情 ，

以职能转 变为 核

是在数量与职能的匹配 。 单纯的数量增减而没有心
，
理顺关系

，
做到机构数量与职能 的匹配 ， 提高 效

相应的职能划 分
，

数量问题没有任何意 义 ， 只会影率
，
真正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 ， 为全 面 建成小

响政府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
如果 只是单纯的进行康社会铺平道路 。

职能调整 ， 没有机构数量相应的改变 ，
政府机构不

可能很好的履行职责 。 从世界各 国 的政府机构数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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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 家的发展程度来衡量
，

并
“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 义行政管理体 制
”

研讨会 暨 中 国

依据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不断对机构行政 管理 学会 第 ２０ 届 年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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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与职能 的匹配程度进行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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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权力 制 约 问题

在政府机构改革 中
，
权力 问题

一直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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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集决策权 、执行权和监督权 于一身
，
政府公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