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页 领导介绍 机构设置 财经要闻 财经时论 财政与宏观调控 预算制度 税收论坛 国库制度改革 财政体制 财政支出 

国有资产 财务会计 财政史话 外国财政 地方财政 财政科研动态 博士导师 硕士导师 博士后流动站 公开刊物 内部刊物 

     您的位置： 主页 -> 财经时论 -> 正文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月16日  宋世明 

温故而知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十七大之后的中

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1982年——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现干部年轻化，其历史性进步可用

三句话来概括：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

伍年轻化建设步伐。第一次改革之后，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是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部委的领导

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从64岁减到60岁，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从58岁降到50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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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988年——“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历史

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由于后来一系列复杂的政治

经济原因，这一命题在实践中没有及时“破题”，原定于1989年开展的地方机构改革暂缓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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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撤消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组建新

的国家计委。撤消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组建能源部。撤消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

电子工业部，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撤消劳动人事部，建立国家人事部，组建劳动部。撤消国家物

资局，组建物资部。撤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组建建设部。撤消航空工业部、航天工业部，组建

航空航天工业部。撤消水利电力部，组建水利部。撤消隶属于原国家经委的国家计量局和国家标准

局以及原国家经委质量局，设立国家技术监督局。 

三、1993年——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首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1993年我国进行了第三

次政府机构改革。其历史性的贡献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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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学术观察的角度，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目的清楚、目标不明确”。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改革任务就是要减少、压缩甚至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但从1993

年机构设置来看，这类部门合并、撤销的少，保留、增加的多。如机械电子部合并本来是1988年改

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1993年改革时又被拆成两个部——机械部和电子部；能源部本来是在1988年

撤消了三个专业经济部门的基础上建立的，1993年改革又撤消能源部，设立了电力部和煤炭部。给

人的印象是，目的与目标背道而驰。 



1993年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了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进一步理顺了纪检检查

与行政监察的关系。1993年实行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的这种做法，是统筹党政机构设置的

重要方式之一。 

四、1998年——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鉴于当时机构设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1998年中央人民政府实施

了2008年之前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1998年改革的目的与目标高度协

调。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目的，尽快结束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是目标。1998

年改革历史性的进步是，政府职能转变有了重大进展，其突出体现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

济部门，共10个：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

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这样，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在很大程

度上得以消除。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在享受这个成果。 

为什么说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就是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呢？众多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是

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可以说是资源配置的载体，是

落实经济计划的依托。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类部门的存在不利于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利于充分发挥企业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撤

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就是取消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二道贩子”，消除了政企不分的组织堡垒。 

五、2003年——目标：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

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目标是，逐步形成

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

产监管体制建设。这次改革重大的历史进步，在于抓住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

转变政府职能。比如，建立国资委，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银监会，建立监管体制；组

建商务部，推进流通体制改革；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为国

家直属机构，加强食品药品安全与安全生产监管。 

1982年以来的这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实践，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坚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机构改革的关键；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把精兵

简政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作为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坚持机构改革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优

化干部队伍结构；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步实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当然

也有一些教训。最大的教训在于，忽视了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 

2003年抗击非典以后的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转折点。之后的政府机构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价

值导向，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的，以全面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目

标，以全面履行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为基本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17大报告中提出，“加

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2003年以前的改革开放时期，政府既创造环境，又在直

接创造财富；新的时代发展对政府提出的新要求是，“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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