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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行大部门体制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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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等方面
迈出重要步伐。”学习领会这一新的改革要求，积极稳妥地实行大部门体制，对于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全面提高行政效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大部门体制，又称大部门制、大部制，就是指把业务相似、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并，集中由一
个大部门统一行使的体制。一方面可以精简政府机构，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和权限冲突；另一方
面也可以减少横向协调困难，裁撤议事协调机构，有利于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符合市场经济和民
主法治要求的现代化政府体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相对完善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整个国家生活领域里占据了显著的地位，而政府机构设置仍存在计划经济条件
的痕迹。而市场经济则要求各生产要素之间按照市场规律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很多事务的管理不再
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造成经济体制与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
与冲突。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行了五次大规模政府机构改革，每一次改革都以适应当时的经济社
会发展为出发点，呈现出过渡性的特征。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以及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现在已初步具备了推进大部制的现实条件。 

  二、大部门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是如何实现大部门体制职能统一问题。改革方式有两种选择：一个途径是将职能相同相近的部
门，重组为一个职能更宽、管理范围更广的大部门，使相关职能由一个大部门负责，统一协调管理相
关领域的事务。另一个途径是只对相同相近职能进行整合，不动机构。 

  二是如何科学设计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问题。大部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使部门之间及
其内部的权力运作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大部制改革时，目的是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
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就意味着大部制的整体建构要与政府决策权、
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权力机构和运行机制。按照这一设想，可以
有两种方案来规范：一是在部门内部建立专门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制约机构；一是在部门之
间建立专门的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和监督制约部门。显然，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会存在着“权力制衡”
问题。如何设计和配置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建立健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
机制，是推进大部制一个新的课题。 

  三是如何处理政府各类机构关系问题。现代政府机构种类较多、关系复杂，例如我国目前政府机
构分为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部门管理的机构等。同时，还要处理好政府机构与其他
社会主体职能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在转变过程中还应发挥社会的作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市场主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自的职能履行到位，避免政府角色从有关
领域退出后，出现职能缺位，以确保政府职能转变取得成效。 

  四是如何处理好机构合并后编制调整和人员分流问题。实行大部制改革后，不可避免地要将其中

 



一些职能重叠的部门和机构进行撤并，不仅涉及相关“部委”之间的合并，还涉及到部委合并内设结
构的优化组合。多个部委合并和内设机构的优化组合，将造成公务员领导岗位的减少，这势必影响一
些干部的情绪。同时，随着职能转变和行政效能提高，现有公务员队伍将进一步超编，这种现象很有
可能将在大部制实行两年后显现。如何处理撤销或者合并机构后编制的调整和人员的分流，走出“精
简——膨胀——再精简”的历史怪圈，是推行大部制后必须解决的一个历史难题。 

  三、推行大部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在技术层面上，通过行政机构管理模式的改善，实现行政成本的降低和行政效率的提高。要按照
市场经济规律，把政府主要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要优化政府
组织结构，要减少行政机构管理层次，减少政府组成部门，实现行政机构由“金字塔”型向“扁平
化”结构转型；要增强党政机关的科技含量，进一步形成数字型、学习型机关；要全面加强公务员队
伍建设，将一部分富余的公务员转向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上，人员分流在职能调整的基础上优化组
合。 

  在政治层面上，通过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服务型、责任型和法治型政府，保证公共产品的
供给。要加强公共服务部门建设，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完善
公共服务监管体系；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规范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支持社
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和市场参与机制；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调
整财政收支结构，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增强政府提供公共产
品的能力。 

  在战略层面上，通过“政府再造”工程，进一步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现
代政府。在当前的大部制改革中，通过“政府再造”工程，适应国家和平崛起战略的需要，打造出一
个透明度很高、公信力很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民主、法治、现代化政府,进一步增强行政机构的国
际竞争力。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