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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大部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行政法的视角探讨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与基本问
题，以求进一步完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促进行政法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增强行政法学理论的解释力
和行政法规范的有效性，切实解决大部制改革所引发的行政法问题，有效巩固和保障大部制改革的成
果，为大部制改革的有序推进及目标的顺利达成提供指导。
本书适于行政法学相关学习者、研究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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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大部制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我国实施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政府
职能有机统一和建立服务型政府。
政府职能的有机统一需要科学、合理地界定我国政府职能，即实现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把政府缺位
的职能补齐，把越位的职能调整过来，把错位的职能摆正，管好该管的事情，放手不该管的事情，把
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
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回应社会公众的需要，树立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高质量、高效率地提供公共产
品和公共服务，将公共服务职能作为政府的核心职能，把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效率和效果作为衡量政
府成绩和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以上这些要求的确立都使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尤其是要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职能，否则大部制改革的目标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大部制改革并不是简单地撤并政府机构和精简人员编制，而是要在切实转变和科学界定政府职
能的基础上，依照政府事务综合管理的原则，调整与整合政府机构，确保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
 4.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教训皆警示我们必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开展大部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
的政府机构改革取得巨大成效的经验之一就是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核心问题。
但同时，虽历经多次机构改革，我国的各级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始终没有走出“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
一再膨胀”的怪圈，机构臃肿、人员冗长、人浮于事的弊病长期无法得到有效诊治，其根源之一就是
对政府职能认识不清，转变不到位，致使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在每一次改革后都出现回潮。
这个教训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被有识之士指出，因而在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就明确提出，为了
避免重走过去“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
由此，如果大部制改革没有认识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大意义，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没有紧紧抓住
和把握政府职能转变这一大部制改革的前提、基础和关键，没有在切实转变和科学界定政府职能的基
础上整合机构、实行“宽职能、少部门”的机构设置，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调整与合理配置，那
么大部制改革就会像之前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一样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泥潭而无
法自拔，也就无法达成职能有机统一、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和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哪怕大部制
改革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 正如约翰·穆勒（John Stuaa Mill）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
的若干应用》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科学中还是在实际政治中，争论最
多的一个问题都是：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的适当界限在哪里。
”大部制改革同样需要对政府职能的界限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
而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需要明确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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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大部制改革中的行政法问题研究》可供行政法学相关学习者、研究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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