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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府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攻坚报告》共分十章，包括当代政府改革扫描、政府职能转变、
大部制改革、公务人员规模与结构、公共服务提供、中央与地方责权划分、垂直管理、省直管县、权
力监督制约、政府改革大趋势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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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成因分析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政府公务人员规模与结构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矛
盾。
从总量上看，公务人员规模已不算小，并面临着财政负担沉重、膨胀压力巨大等问题；从结构上看，
公务人员的分布不尽合理，有的层面相对偏少、有的层面相对偏多，结构性矛盾突出。
造成问题的深层原因，分析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到位 　　政府公务人员
规模归根结底是由政府职能范围决定的。
政府职能越多，人员规模也越大。
“全能政府”也必然是规模庞大的政府；“有限政府”也必然是规模适度的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逐步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并且取得很大成效，但是职
能转变还没有到位，“政府万能”、“大包大揽”等传统观念仍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政企不分、政
事不分、政社不分的问题依然存在。
一方面，应当弱化的政府职能没有完全退出，相关人员也无法减少或转移；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政府更加重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能，客观上需要增加一定数量的公务
人员。
这种情况使公务人员规模呈增长趋势，难以得到控制，结构性调整步履艰难。
 　　（二）机构和层级设置偏多 　　政府组织结构是公务人员的载体，对人员规模大小和结构布局
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般来说，机构设置越多，层级设置越多，纵横关系越复杂，公务人员数量也越多。
多年来，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已经精简了许多不合时宜的机构，但政府机构和层级设置偏多的问题
依然存在。
从横向看，目前各层级党政群机构的设置数量，中央100个左右，省级80个左右，地级市60个左右，县
级50个左右，业务分设过细，机构数量仍然偏多，职责交叉重叠，加大了政府运行成本，这样同等规
模的人员分散到各个部门，相对数量就较少。
例如，县级党政部门，一个局（办）往往是多的5～6个人，少的是2～3个人。
从纵向看，我国设有中央、省级、市级、县级、乡镇五级政府，行政层级偏多，这样同等规模的人员
分配到各个层级，相对数量就较少。
加上在条块结合体制下，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设置的各种干预，使部门结构调整十分困难。
上述体制因素的制约，不仅增加了政府运行环节，加大了行政成本，而且在公务人员总规模不小的情
况下，使各个部门都觉得自己人手不够，工作做不过来，纷纷要求增加人员编制。
 　　（三）事业单位改革相对滞后 　　我国事业单位人员占公务人员数量的“大头”。
由于事业单位改革相对滞后，对事业单位的性质、分类和职能等问题缺乏明确界定，政事不分、事企
不分现象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的人员关系也难以真正理顺，以往机构改革
精简人员大多分流到事业单位问题，实践中“行政不够事业凑”问题，政府人员总规模際陸扩张问题
等，都与事业单位改革尚未完全展开存在直接间接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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