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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记者 崔
清新 赵超） 此次机构改革方案针对国务
院机构职能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六个方面
提出措施，明确了职能转变的方向、原则和
重点：

激发企业和个人创业积极性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性作用，通过减少投资项目审批、减少生
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
可、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逐步改革工商
登记制度等，从体制机制上最大限度地给

各类市场主体松绑，激发企业和个人创业
的积极性。

加快形成政社分开组织体制
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

的作用，通过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
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
务类社会组织，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
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
组织管理体制等措施，加快形成政社分开、
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发挥地方政府优势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通

过下放投资审批事项、下放生产经营活动

审批事项、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等措施，更
好地发挥地方政府贴近基层、就近管理的
优势。

建立统一规范信用信息平台
优化职能配置，提出三个方面的整合

重点，包括整合房屋登记、林地登记、草原
登记、土地登记的职责，整合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的职责等，分别由一个部门承
担；整合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检验、检测、认
证机构；整合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信用信息平台等。

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包括强化发展

规划制订、经济发展趋势研判、制度机制设
计、全局性事项统筹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协
调等职能；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
会管理方式；国务院各部门加强自身改革，
大力推进本系统改革。

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加强制度建设和依法行政。其中，通

过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立以公民
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制度等措施，加强基础性制
度建设；通过完善依法行政的制度、健全科
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建立决策评估和纠
错制度、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
责、建立健全各项监督制度等措施，加强依
法行政。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记者 赵
超 崔清新）10 日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
和职能转变方案表明，新一轮国务院机构
改革即将启动，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少至
25个。

这次改革，将充分利用各方面有利
条件，坚定推进一些重点领域的机构调
整；同时，要充分考虑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各种风险挑战，保持
国务院机构总体相对稳定；对有些长期
存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通过职能调
整解决，或适时通过必要的机构调整解
决。

改革的重点是，紧紧围绕转变职能和
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
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

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
海洋、能源管理机构。

这次改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
4 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 2 个，副部级机
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改革后，除国务
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 25
个。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经十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国务
院将对改革实施作出部署，建立工作机制，
制定配套措施，排出时间表，逐项抓好落
实。抓紧完成新组建部门的“三定”工作，
综合设置部门内设机构，严格控制人员编
制和领导职数。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已进行
过6次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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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将从六个方面转变职能
包括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等

新闻背景

自 1982 年启动第一次机构改革以来，30 年
里国务院已进行6次机构改革。

1982年机构改革
【关键词】
减少职数、年轻化
【数字变化】
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从100个减

为61个，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
【回头看】
1982年，我国自上而下地展开了各级机构改

革，明确规定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的职数、年龄和
文化结构，减少副职，提高素质。但这次改革没有
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未能实现政
府职能转变。

1988年机构改革
【关键词】
转变职能
【数字变化】
国务院部委数量由 45 个减为 41 个，直属机

构从22个减为19个，人员编制减少9700多人。
【回头看】
这次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

的关键，强调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以直接管
理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改革的重点是与
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如撤销
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组建新的国家计委；撤销煤
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组建能源部；撤
销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电子工业部，成立机械
电子工业部；撤销国家计量局和国家标准局及国
家经委质量局，设立国家技术监督局。但由于经
济过热，这次精简的机构很快又膨胀起来。

1993年机构改革
【关键词】
统筹党政机构
【数字变化】
到 1993 年，国务院工作部门又增加至 86

个。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41个，直属机构和
办事机构 18 个，比改革前减少 27 个，人员减少
20%。

【回头看】
这次机构改革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背景下进行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起适应市场
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根据改革方案，中纪
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这是统筹党政机构设
置的重要方式之一。但这次改革被学界认为“目
的清楚，目标不明确”，改革任务本是要减少、压缩
甚至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但改革中这类部门
合并、撤销得少，保留、增加得多。如1988年合并
的机械电子工业部又被拆成机械部和电子部两个
部；由3个部门组建的能源部又被撤销，分设了电
力部和煤炭部。

1998年机构改革
【关键词】
政企分开
【数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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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机构 15 个，办
事机构6个。

【回头看】
1998 年机构改革结束了专业经济部门直接

管理企业，政府职能转变有了重大进展，撤销了几
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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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机构改革
【关键词】
透明高效、“计划”消失
【数字变化】
国务院组成部门变为28个。
【回头看】
这次机构改革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进行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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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分别建立国资委、银监会，组建商
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整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这次改革后，
形成了行政机关决策、执行、监督的相互协调。发
改委正是在这次改革中改组而来，“计划”从此在
各机构名称中消失。

2008年机构改革
【关键词】
大部制
【数字变化】
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为27个，改革调整变动

的机构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
【回头看】
这次改革首次明确提出“大部门制”，旨在探

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合理配置
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加强能源环境管理机构，整
合完善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体制，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部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
关系。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国务院
机构改革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