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变政府职能仍处“进行时”
本报记者 朱 磊

2013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发布。以此为标志，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大幕开启。同年11月，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时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

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如今，又到了2014年全国“两会”召开的时候。通过一年的实践探索，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为大家交

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滨海新区作为国家
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承担的诸多先行先试改革
的重中之重，也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全国
人大代表、天津市副市长、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
介绍说。

在改革政府机构方面，滨海新区按照“小
政府、大社会、强基层”的思路，做实做精“行政
区统领，功能区支撑，街镇整合提升”的管理架
构。2013 年 9 月 26 日，天津市召开“深化滨海
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动员大会”，宣布减少管理
层级，撤销塘沽、汉沽、大港 3 个城区工委、管
委会建制，区委、区政府领导街镇工作。此外，

新区科学划分街镇辖区，将现有 27 个街镇分
步整合，同时对大小 12 个功能区归并整合。
整合后的功能区精简内设机构，进一步下放管
理权限。

宗国英代表认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加快推进政企分
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
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
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更好地发挥公民
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
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

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滨海新区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组建统一的行政审批机构，将各
部门的审批权限集中划转；大幅减少、合并审批
事项，推进审批流程标准化，完善监督机制，进
一步提高审批效率；对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
广、由街镇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
律下放到街镇管理。

“职能归并是审批‘瘦身’最有效的办法。”
宗国英代表介绍说，滨海新区将各部门行政审
批职能归并到一个处室，把办事人员集中、办理
事项集中、机构设置集中，变过去内设机构多头
审批为统一审批。新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已由
政府刚成立时的“一窗口受理、一条龙服务、一
站式办结”发展到现在的“一口式”服务，平均办
结时限由 8.75天压缩到 5.74天，提速 34.4%。

宗国英代表认为，当前，改革进入“深水
区”，也是攻坚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消
除体制性障碍，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
出矛盾和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副市长、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

理顺职责关系 优化组织结构
本报记者 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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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新一轮“大部制”改革

开启，组建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国家卫生

计生委、国家铁路局，重新

组建国家海洋局、国家能

源局等。国务院组成部门

缩减至 25 个，正部级机构

减少 4个。

2008 年2008 年

3 月 11 日 公 布 了 国

务 院 机 构 改 革 方 案 ，国

务院新组建工业和信息

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环

境 保 护 部 、住 房 和 城 乡

建设部。改革后，除国务

院 办 公 厅 外 ，国 务 院 组

成部门设置 27 个。

2003 年

设 立 国 资 委 、银 监

会，组建商务部，重组国

家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将 国 家 发 展 计 划 委

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国 务 院 组

成部门变为 28 个。

1998 年

撤销了几乎所有的

工 业 专 业 经 济 部 门 ，不

再保留 15 个部委，新组

建 4 个部委，3 个部委更

名 。改 革 后 除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外 ，国 务 院 组 成 部

门由原有的 40 个减少到

29 个。

1993 年

首次提出政府机构

改 革 的 目 的 是 适 应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的 需 要 。国 务 院 组

成 部 门 、直 属 机 构 、办

事 机 构 从 86 个 减 少 到

59 个，人员减少 20%。

1988 年

首 次 提 出“ 转 变 政

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

键”这一命题。国务院在

调整和减少工业专业经

济管理部门方面取得了

进 展 。国 务 院 部 委 由 45

个减为 41 个，改革后人

员编制减少 9700 多人。

1982 年

主要是为了提高政

府 工 作 效 率 ，实 现 干 部

年 轻 化 。本 次 改 革 没 有

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 管 理 体 制 ，政 府 职 能

没 有 转 变 。国 务 院 各 部

门 从 100 个 减 为 61 个 ，

编 制 从 5.1 万 人 减 为 3

万人。

2013 年 3 月 18 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
案》 获准实施后不到一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
即开始研究加快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会议通过了国务院直
属机构和单位的设置，批准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铁路局，重新组建国家
海洋局、国家能源局。会议还将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
转变方案》 内容分解细化为 72 项任务，逐项明确了责任部
门和完成时限。

随后，一场机构改革的大戏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去年 7
月，国务院新组建及重新组建部门的“三定（定职责、定机构、
定编制）”规定全部公布。11 月，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
革工作正式启动。一系列举措之后，国家政府部门由 27 个缩
减至 2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 4个。

从一年的实践看，新组建和重新组建的部门展现出前所
未有的活力，职能转变力度空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组建，着重体现出减少
食品安全监管环节的用意。

——国家铁路局的组建实现了铁路的政企分开，在一
定程度上淡化了铁路垄断地位，相当于放宽了企业进入铁
路市场的条件。

——国家海洋局和国家能源局的重新组建则有利于政府
相关部门间理顺职责。

⋯⋯
与此相对应，新组建及重新组建部门内设机构和行政

编制也同步缩减。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设 21 个
内设机构，机关行政编制 545 名，内设机构和行政编制比改
革前均有所减少。这样的“瘦身”，不单单是为减而减，更
多的是为了理顺职责关系，推进职能转变。

过去一年，各级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放宽准入方面做“减
法”的同时，在加强监管、服务社会方面做“加法”。目的就是放
开用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管住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
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纵览这一年的改革实践，政府大刀阔斧进行公司注册资本
登记制度改革，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金限制，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
年度报告制度，放宽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等一系列举措，使民间投
资更加活跃。截至去年 11 月底，全国民营个体企业登记数增加
37%，带动民间投资以 23%左右的速度增长。社会投资和创业
热情开始迸发，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效不断显现。

在“放”的同时，“管”得更加科学。政府的工作重点已经转
到为市场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去年以来，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在放宽市场主体准入的同时，相
应建立了严格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特别是利用“黑名单”制度，
使一些违法企业不仅在商圈里失去信誉，而且被冻结了申请贷
款等商事行为，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违法成本。

当然，尽管转变政府职能取得很大进展，但与广大人民群众
的期待仍有一定差距。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今年首次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依然探讨行政体制改革，提出要继续把简政放
权作为“当头炮”，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细数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不难看出都是与“当头炮”
有关的配套改革。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启动后，与“宽进”相适
应的信用监管体系建设将同步推进；取消电力市场份额核定后，
电力市场化改革相应提上议事日程；向地方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
后，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正在推进⋯⋯

相信随着相关政策的持续发酵，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会继
续加快，这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宏观管理方式的变化，中国经济和
社会也必将因此进一步释放活力。

2013 年 3 月 17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
的记者见面会上，刚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承诺，“现在
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 1700 多项，本届政府下决
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此后，国务院以此为议题的 9
次常务会议敲定了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名单”，
出台了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措施。

截至目前，国务院分批次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
目已接近 400 项。李克强总理的承诺，只用了短短一年
时间就完成过半。下一步需要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
目尚有 200 多项，而“消化”这 200 多项，还有 4 年时间。

今年 2 月 13 日，国务院再度出手，要求各部委开始向
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
锁定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底数”，并接受社会监督。随
后，20 多个部委向全社会“晒出”权力清单，部分放权幅度
达到了三分之一。

在中央的推动下，山西、海南、上海、成都、兰州等 10
余个省市及地区制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年度计划。
如 海 南 ，投 资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的 时 限 计 划 从 799 天 压 缩 为
37 天；兰州和成都在积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上海自贸
区更是率先试点国内首份“负面清单”，列出了 18 个门类
1069 个小类，其中对约 190 个小类有管理措施，超过 80％
的外商投资项目将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放权力度前所
未有。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小步快跑”，为简政放权拓宽了道
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级政府部门不断响应民众诉求，
认真回应民生期待，从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着手，真正
实现政府职能的完美转变，而行政审批“瘦身”则是针对百
姓诉求考验的一张完美答卷。

“瘦身”转型——

政府机构职责日趋清晰

吹皱“春水”——

职能转变步伐越迈越大

从实践看，新组建和重新组建的部门展现出前

所未有的活力，职能转变力度空前。“瘦身”不单单是

为减而减，更多的是理顺职责关系，推进职能转变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简政放权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各级政府和部门从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着手，

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完美转变

放开用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管住并用好政

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公平竞争中焕发活力

“小步快跑”——

行政审批改革不断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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