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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2008年开始至今，经过两年多的改革，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效怎样，
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以及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的情况如何，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了解调查
。
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根据之一方案国务院开始了
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职能相近的部门、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最大限度
地避免职能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大部制改革从中央国务院开始，地方政府和部门也进行了相关的大部制机构改革，那么改革进展的情
况怎样，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问题在各级政府在改革实践中的情况，以及深入了解研究我国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践走向，2010年7月至9月以石亚军教授为首的课题组开展了全国性实证调研
，而且调研选取了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省市和部门开展了大部制改革的调研实践活动，形成了基于
一首资料的调研报告，总结分析其改革的背景、成效、存在的问题即对策建议，为大部制改革的进一
步深化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为我国大部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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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到2010年，随着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两年多的逐步推进，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的不断跟进，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近五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基本过半。
人们关注这一轮改革的目光自然会投向过程与目标的联系上，并在相关性中求证改革的实效。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通过改革，实现
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
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
、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今后5年，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为实现深化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经过两年多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与“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要求是否吻合，政府机构改革与“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
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的要求对接，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与“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
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的要求是否衔接，是当前研究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和政府管理创新必须回答的问题。

为了解这些问题在各级政府改革实践中的被涉及、被体现、被落实的状况，以深入研究我国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践走向，2010年7～9月，我们课题组开展了第三轮全国性实证调研。
这轮调研选取了11个省市自治区，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是调研工信、交通、人社、住建、环保五个系
统实施大部制的现状及效果；二是调研各级政府在机构调整、职能转变、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方面的
进展；三是调研部门利益和行政割据在各级政府运行中的表现，目的是全面了解2008年至今，各级政
府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二中全会有关精神，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做了什么，取得了哪些成
果，取得的成果对实现政府创新和优化政府管理有什么效应，改革的实施在哪些方面与党的十七大和
十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存在差距，以及存在差距的原因，使我们对这一轮改革的进程和走向有一个阶段
性了解，并对进一步推进改革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这一轮调研是我们课题组开展全国性调研三部曲的第三部，与前两部具有明显不同特点。
如果说，2007年第一轮涵盖13个省市的全国性调研是着力于“面”的调研，即从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
角度侧重了解各级政府的基本现状，2009年第二轮涵盖12个省市的全国性调研是着力于“点”的调研
，即从个性与共性相结合的角度侧重了解政府改革的典型，那么，2010年涵盖11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三
轮调研则是着力于“点面结合”的调研，即从纵断面与横断面相结合的角度了解政府改革的成效。
这一轮调研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五个对比上：一是的矢对比，即在各级政府实施的改革措施与党的十
七大和十七届二中全会要求之间进行对比；二是系统对比，即在工信、交通、人社、住建、环保五个
系统的改革之间进行对比；三是层级对比，即在国务院与地方各级政府改革之间进行对比；四是项目
对比，即在职能转变、机构改革与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之间进行对比；五是地区对比，这一轮调研是
第一次对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政府改革状况开展集中调研，即在少数民族自治区与其他地区政府改革
之间进行对比。
在这一轮调研中，课题组与各级政府负责人个别访谈21次，25人，与各级政府部门负责人、公务员、
企业事业单位代表、群众代表进行座谈28次，359人，在1880名公务员中开展了问卷调查，形成了63万
字访谈文字材料，收集到各级政府有关改革的文字材料378份。

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调研，我们课题组在掌握大量具体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对全国各级政府2008年以
来推进改革的实际状况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我们认为，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通过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和政府管理创新在整体上推进顺利，实施平稳，全国县以上各级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均已基本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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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的机构运行正常，各级政府致力于加快职能转变的步伐，积极探索新的政府职能的实现方式
，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前所未有地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突破性举措和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我们也看到，改革还存在诸多需要认真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比如，大部制改革在机构合并和部
分职能调整上成效明显，而机构的运行机制仍然不够顺畅，职能的全面整合仍然没有到位；依法行政
和制度建设在整体上滞后，跟不上政府创新和发展的步伐；五级政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改革的状况
发展不平衡，改革的势头在政府层级间呈越往基层越弱的状态，在地区政府间呈现越往欠发达地区越
弱的状态；尤其是在新疆、西藏、内蒙三个具有特殊区情和特殊战略意义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推进机
构改革，既要积极，又要慎重，既要体现全国一盘棋，又要凸显地区特点，使机构改革有利于解决本
地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利于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认真对待。
2008年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关注，关注的焦点是实际效果究竟怎
样，在五年计划几乎过半的时候，对改革的进程和效果进行实证描述，以对应大家的关注和后续的研
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基于这一需要，将我们课题组第三次全国性调研的成果和思考发表出来，为各方面研究深化我国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实证素材。
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大部制实施状况实证研究，包括调研国务院住建部和贵州省住建部门形
成的住建系统大部制改革报告，调研国务院环保部和内蒙环保部门形成的环保系统大部制改革报告，
调研国务院交运部和重庆市交通部门形成的交通运输系统大部制改革报告，调研宁夏经济与信息化部
门形成的工信系统大部制改革报告，调研西藏人社部门形成的人社系统大部制改革报告。
第二部分为政府机构调整、职能转变实证研究，包括调研中编办形成的机构改革与职能调整情况报告
，调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形成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行政运行及改革创新现状调研报告，调研成都
市形成的城乡统筹改革调研报告。
第三部分为政府制度建设与依法行政实证研究，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制度建设调研报告、山东省依法
行政调研报告。
第四部分为专项问题实证研究，包括调研湖南省形成的部门利益情况报告和调研江西、河北两省形成
的省管县改革和驻京办改革报告。

石亚军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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