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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如果推举今年以来动静最大、影响最广、关注

度最高的改革举措，非政府职能转变莫属。

职能转变是新一届政府的第一件大事。从

第一次常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到全国电视

电话会议，到履职仅百余天即取消和下放 165 项

行政审批事项，再到中央领导同志基层专题调

研；从“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到“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到“喊破嗓子不如甩

开膀子”，再到“纸上谈兵不如下马服务”，无论

是行动还是语言，都表达出本届政府切实转变职

能的坚定决心和说到做到的担当。这次是动真

格了！

从出台的一系列措施来看，此轮政府职能转

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对简政放权有了新认识。当前经济形

势错综复杂，下行压力较大。要实现发展预期目

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然不大，必

须依靠市场机制。而简政放权正是激发市场、社

会创造活力最直接的举措。简政放权被定义为

“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

招”。只有深刻认识到简政放权的意义，才有“放

权”的动力。

第二，对政府职能有了新定位。该放的放了，

该管的就更应该管好。随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的

取消，“不管盖公章”管什么？一些政府机关及干部

在行政审批方面轻车熟路，但在市场监管方面办

法还不多、经验也不足。新一届政府将职能定位

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也就是说，放权后管理目的、管理

方式都发生了转变，各级政府的责任更重了，要求

也更高了。

第三，基层政府的能动性大大加强。很多人

还记得广东湛江市长一年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门

前“吻增长”的场景，“跑项目”的艰辛可见一斑。这

次简政放权，把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机场扩建等投

资项目审批或核准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杭州的地

铁建设最先受益，一期工程时“不知道跑了多少次

北京”，现在在浙江省发改委就可以审批了。同

时，由于地方政府贴近基层，更能了解群众意愿，

更能了解企业需求，更能发挥首创精神。比如，浙

江宁波思路创新，探索通过构建一个由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以及企业家群体等

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系统”，来激发市场主体即

企业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他们还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将技术平台、信息处理、资源中介等

市场更擅长的事情，放开给市场去做。政府办事

不养人、不养机构，这是“惠而不费”的好事。

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的大幕，勾勒出了职能转

变的方向和前景已经明确，“放开，管住管好，说到

做到”，看似简单其意深远。改革贵在行动，这将是

一场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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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政府切实转变

职能的坚定决心和

说到做到的担当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平稳，增速处于合理
区间，但面临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对增速连
续两个季度的回落，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动
力何在？从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来看，从今
年上半年明显提速的改革进程来看，共识已经形
成，那就是靠改革取得新突破、释放新活力。

改革千头万绪，找准突破口方可事半功倍。
以政府职能转变释放更多改革红利，是盘活整个
棋局的关键所在。

作为新一届政府的第一件大事，一系列向政
府自身权力“开刀”的改革举措紧锣密鼓地推
出，为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微观
经济活动的干预，已在 100 天内取消和下放了
165项行政审批事项。

机构调整做“减法”
职能转变做“加法”

此次方案不但在标题中增加了“职
能转变”4 字，更是将“职能转变”提升到
与“机构改革”同等的地位

机构改革这个敏感的话题在新一届政府履职
后引来更为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既有对切身
利益的考量，更包含着对深化改革的期盼。正如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
转变在行政体制改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后出台的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
案》 分解了 72 项任务，各部门责任明确。铁路、
计生委、食监局、广电和新闻出版、海洋、能源
等部门开始进行深度整合；铁道部、卫生部等不
再保留⋯⋯一道道“减法题”之后，国家政府部
门由 27 个缩减至 25 个，正部级机构减少 4 个、
政府职能减少 5项。

细心的人们发现，相比以前的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此次方案添了一道分量很重的“加法题”：
不但在标题中增加了“职能转变”4 字，更是将“职
能转变”提升到与“机构改革”同等的地位。

“这次改革突出强调职能转变，抓到了要
害。机构改革的目的在于简政放权、明确责权，
改变一些部门存在的职能越位、错位、缺位问
题，解决一些机构的推诿扯皮、不作为、乱作为
等弊端。相比于部门撤并，这样的职能转变更
难，也更为重要。如果职能不转，单纯对机构分
分合合，效果是有限的，甚至还会陷入‘精简再
膨胀’怪圈。”中央财经大学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院长邹东涛表示。

“政府‘瘦身’后更要会‘健身’。”邹东涛强
调，精简机构并非意味着政府的责任削弱了，而
是让政府“缩”回过分干预市场的手，“扩”大公
共服务职能，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更多地依
靠法律、经济、规划等其他手段做好宏观调控。

行政审批做“减法”
社会活力做“加法”

行政审批的取消和下放是对“跑部
前进”现象的釜底抽薪，国务院各部门
将从全能型走向有限责任型

相比机构改革，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力更
为困难。

“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会
很痛，甚至会有割腕的感觉。但是，要‘言出必
行，说到做到’。”新一届政府郑重承诺削减三分
之一以上的行政审批，向全社会传递改革的坚定
信心。随后，各部门按季度列出工作时间表，简
化程序，限时办结。

4月 24日，国务院第一批取消 71项行政审批
事项；5 月 6 日，第二批取消和下放 62 项行政审
批事项；6月 19日，第三批取消和下放 32项行政
审批事项。

3 个月的时间内，新一届政府共取消和下放
行政审批 165项。“放权”的目标实现近三成。

“连续 3次调整行政审批项目，不论规模还是
速度，过去 10 年从来没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竹立家对此点评道，行政审批的取消和下放，是
对“跑部前进”现象的釜底抽薪，国务院各部门
将从全能型走向有限责任型，减少微观事务管
理，重心转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切实提高政
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这道“减法题”，亦成为激发社会活力的一
剂“良药”。

取消“企业投资扩建民用机场项目核准”、
下放“电力业务许可”等一系列变革，让市场感
受到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和更大的自主空间；石
油天然气、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矿产资源等领
域敞开胸怀对民营企业开放，让游弋已久的民间
资本发现了“新大陆”。

“这是在做‘加法’！”竹立家表示，取消和
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从短期看有利于减轻企业生
产经营的负担，打破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弹簧
门”、“玻璃门”，直接惠及市场，增强经济发展
的内生动力；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
动经济转型升级。“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后，
有可能出现一些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这
属正常现象，不能因噎废食，必须相信市场自身
配置资源的力量。”

100 多天的改革实践，符合了发展的要求，
市场已明显感知政府之变。同时，行政审批权从
政府下放到企业、市场和社会，市场和社会的自
由度扩大，风险也同时加大了。企业、市场和社
会三者如何进行良性互动？“这是政府放权后面
临的问题。”竹立家表示，放权后政府的责任并

没有减轻，要做的是培育，比如培育行业协会的
生存能力。

行政收费做“减法”
释放红利做“加法”

大规模减少行政收费事项，其实就
是还利于民，同时遏制地方公共行政的
逐利冲动，努力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激
发社会活力

今年 8 月 1 日，我国将取消和免征 33 项行政
事业性收费。这是进一步落实政府职能转变、减
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的又一道“减法题”。

其中，征收多年的“企业年度检验费”作
古。这项收费金额并不高只有 50 元，但通过年
检的企业必须交纳这 50 元的检验费后，登记主
管机关才能将加盖年检戳记的企业营业执照发还
给企业。许多企业主会因为一时疏忽，被这 50
元“卡了脖子”。“这是牵涉公共安全事务的项
目，实际上不应该由企业或民众来承担，而应该
由政府承担。”在市场上，这项金额不高的行政
费用饱受诟病。

如果算一笔细账，取消这项费用带来的好处
是 惊 人 的 。 截 至 2012 年 底 ， 全 国 实 有 企 业
1366.6 万户。按照此数据计算，全国企业每年将
会省去 6.8 亿元左右的企业年检费用。“取消或免
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对约束政府权力、转变政府
职能、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很有意义。”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表示。

事实上，去年 12 月，我国就曾批量取消 30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据相关部门预测，此前取消
的一批收费，每年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 105
亿元人民币。

“中央各部委大规模减少行政收费事项，其
实就是还利于民，同时遏制地方公共行政的逐利
冲动，努力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激发社会活力。
这也是公众和企业在改革大潮中获得的‘红利’
之一。”燕继荣说。“这样的转变会带来阵痛，会
损失财政收入和部门利益，但这是积少成多、集
腋成裘，只有这些‘物理变化’累积到产生‘化
学变化’，才能带来质的飞跃。”

有媒体报道说，这两次的“撤费”或开启新一
轮大规模的税费调整。此举意在释放改革和结构
调整的信号，可视为减少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的
重要一步。正如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
的，“要把已经看准、具备条件、牵一发动全身的改
革项目抓紧推出，干一件成一件，不断释放改革的
制度红利，激发社会活力，增强发展动力。”

研判大局、果断落子。围绕转变政府职能的
改革措施，凸显出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
府的明确指向，将以一批又一批实实在在的改革
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不竭动力。

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45个减个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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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政府职能：
在“减法”中做“加法”

本报记者 朱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