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这个事情可大 
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 
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 
，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 
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确是 
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 
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要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 
、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 
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 
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 
。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但是 
，早了没有条件。现在，我们经过粉碎“四人帮”，又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六中全会，创造了这个条件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再晚 
些解决行不行呢？晚解决更困难，问题的本身会更严重 
，牵扯的问题也更多，牵扯的人肯定一年比一年多。还 
有一点，这个问题涉及很多老同志。现在确实也有个好 
的条件，因为许多觉悟比较高的老同志还在，能够带头 
，也能够克服阻力，只要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解决这个 
问题比较容易。所以，时间不能再拖了。总之，这是一 
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 
。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 
、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 
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如果不 
进行这场革命，不论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怎样正 
确，工作怎样有成绩，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和政 
府的机构这样地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 
策不能充分贯彻，工作不能得到更大的成绩，我们怎么 
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自己又怎样能安心？不要只看 
到我们的工作确实有成绩，天天暴露的问题不晓得有多 
少啊！ 

  第二点，这个问题要涉及到几百万人。精简不是百 
万，是几百万。按中央这一级来说，要精简三分之一。 
就下面来说，我看不止三分之一。就是四分之一，也有 
五百万人。当然，不完全是干部，还有一般服务人员、 
工作人员，也可以减少。所谓精简，是说各部门各单位 
都要确定编制，一部分人在岗位上工作，其他的人抽出 
来轮训，学习考试合格以后，到岗位上工作，再让现在 
岗位上的人去接受轮训。总之，这是涉及几百万大、中 
、小干部的问题。如果企业、事业单位整顿起来，涉及 
的人就更多了。单单机关就涉及大约四五百万人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正是因为大，工作就要做细。 
但是，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再细， 
也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这个话要说到前面。特别 
是时间这么紧，我们说用两年来的时间完成这场革命， 
是很紧的。所以，决心要大。我们政治局确定之后，要 
坚定不移，不能受干扰。现在一些外国人也在议论，说 



我们搞这件事情看起来要失败。我们下面的干部都觉得 
困难得很。我还是那个话，困难确实困难，但是只要我 
们下了决心，坚定不移，我不相信搞不成。不是要抱必 
胜的信心吗？我看这样的事应该抱必胜的信心。因为没 
有别的选择，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 
而废。发生问题，其中包括示威，都要预料到。不要原 
则赞成，一涉及到本身的利害，问题就来了。在精简中 
如果发生什么游行示威呀，贴大字报呀，都不要怕。在 
处理精简问题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一部分人 
中间的派性，处理的人牵扯着这派那派，是很复杂的问 
题。但是，不管怎样，对这场革命要坚定不移。下了决 
心，就要顽强，不动摇，出点乱子不要紧，吓不住我们 
。 

  第三点，我建议政治局原则上批准中央国家机关的 
精简方案。中央直属机关的方案不够具体，可能减的人 
还少了。我这里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可能革命精神不够 
。中央直属机关不是拆大庙，但小庙多得很嘛。还有每 
个庙的菩萨也太多，很有文章可作的，不要以为没有好 
多油水。比如群众团体，工青妇现在趁这个机会搞一个 
精简的方案，搞一个精简的机构，造成一个好传统。过 
去，工青妇的人也不多的，本来机构并不大，现在相当 
大。事业单位也不是没有油水。国务院系统精简百分之 
三十多一点，中央党群系统只精简百分之几恐怕太少了 
。对中央直属机关的方案也原则批准，但是，应该再去 
摸一摸，不要以为没有油水。总之，这个方案的革命性 
还不够。 

  军队正在考虑，坚决减少军队的人数。 

  精简方案批准以后就开始着手实行，首先找一两个 
部门研究编制、定额。如国务院，副总理究竟几个适当 
？这次会议有的同志提出两个，两个也可以考虑，可能 
不够一点，如果两个能够行得通，我也赞成。再加几个 
国务委员。这些国务委员相当于副总理，将来可以出访 
。国务委员的任务可以比较机动，总理可以分配他做这 
样那样的事。如果有国务委员，副总理少几个也可以， 
这个问题也研究一下。部委的精简现在就可以着手。最 
好先搞一两个部门，有些什么典型经验，有些什么反应 
，有些什么问题，跟大家见面，这样别的部门进行起来 
就心中有数，事情好办。总之，中央这一级的精简规定 
半年时间。要理个头绪出来，半年的时间应该够了。人 
员的处理是另一件事，但是机构要理出眉目。人员完全 
处理妥当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把一个一个部门的编制 
搞出来，我看半年时间应该够了。如果实在不够，顶多 
三个季度，不能再迟了。当然，省、市、自治区待中央 
机关进行一段时间以后也可以着手，不必等到中央处理 
完毕再开始。我们的方案确定了，又有了几个典型经验 
，各地方就可以开始搞。中央一级先找一两个单位，比 
如说首先从外贸系统开始，试试看。还找一个什么单位 
？可否找合并简便一点的水利部、电力部？看看究竟有 
些什么问题。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会从各种各样角度 
提出问题。精简方案不可能一下子很完备，大体上差不 
多就行了。原则上是从紧，要放宽很容易。这一次我们 
紧了之后，硬着头皮不放宽。比如规定定额，副部长是 
几个人，以后人员可以动，但是名额不能动，这样有利 
于进进出出。要不然不得了。要做到进一个人真不容易 
。这样做了，才能给我们起用比较年轻的干部创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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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定了额，每个同志都要实实在在顶一个人做事， 
不能挂名和半挂名。有些同志说自己还行，到真正需要 
顶着干的时候，究竟行不行？那就要经得起考验了。要 
我做八小时工作，我就肯定不行。 

  总之，今天原则批准这两个方案，就着手干。经过 
个把月，抓一两个典型，制定编制，规定定额，规定各 
单位和各个人的职责界限，包括具体的人事安排，看有 
什么问题。 

  最后，第四点，这一次革命，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 
，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刚才说，有几百万人要出， 
应该注意解决好；但第一位应该着眼于进。部长也好， 
司局长也好，选什么人，什么人进，这最重要。包括军 
队也是这个问题最重要。进和出，进摆在第一位。选人 
要选好，要选贤任能。选贤任能这个话就有德才资的问 
题。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 
，身体能够顶得住。这次我们让多余的或者身体不好的 
老同志退休、离休，或者换到适当的位置（我说的适当 
位置就是荣誉职务了），什么人来接替？人一定要选好 
。还是老话，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几种人不 
能放进去啊！人有的是。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 
轻的。当然，可能有个过渡，一两年内，部长还要岁数 
大一点的同志当，特别是刚精简以后。这是很明白的一 
个道理。国务院机构缩小，部委的权力就要加大，部委 
又要加大企业、事业单位的权力。这也是拨乱反正。副 
部长、司局长要选年轻的，尽量选年轻的。开国时的部 
长都是年轻的，那个时候差不多都是三四十岁嘛。现在 
我们好多骨干，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 
比那个时候我们部长的知识多得多。精简是革命，选贤 
任能也是革命。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决进。这是 
一道手脚，不要以后再来搞运动解决这个事情。这次也 
算是一个小运动。我们说大运动不搞了Ｕ獯胃愀鲂≡* 
动，但不是用过去搞运动的方法。 

  我就讲这么四点意见。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 
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