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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

历次改革都改了啥？
潮新闻 记者 陆乐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机构改革已进
行 了 8 次 ：分 别 在 1982 年 、1988 年 、
1993 年 、1998 年 、2003 年 、2008 年 、
2013年、2018年。此次改革将是第9次。

梳理本次改革方案和前 8 次改革，有
三个关键特征值得关注。

一是减机构、减人员

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再次提

及了精简人员编制，提出中央国家

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 5%
的比例进行精减，收回的编制主要

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

事实上，精兵简政一直是历次

机构改革的目标。

1982 年机构改革之前，国务院

共有100个部门，人员编制超过5万

人，一个部委的副部长最多的时候

能有20多位。

改革后，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

和办公机构由 100 个减少到 61 个，

工作人员从 5.1 万人减为 3 万人，缩

减了41%。

比如说，当时水利和电力两个

部门合并后，正副部长从原来的 26
名减少为4名，职工数由1500余人，

缩减到了720人。

此后，国务院机构的精简一直

在持续。

198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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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由 42
个调整为41个，人员减少20%。

1998 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由 40
个精简为 29 个，部门内设机构减少

200 多个，精简了四分之一，改革后

行政编制由原来的 3.23 万名减至

1.67万名，精简了47.5%。

2003 年，除国务院办公厅外，

国务院组成部门精简为28个。

2008 年，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

为 27 个，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

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

2013 年，除国务院办公厅外，

国务院组成部门精简为25个。

2018 年，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

少 8 个，副部级机构减少 7 个，除国

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

门26个。

在政府机构数量和规模不断动

态调整优化中，政府人员结构更加

合理、运行更加高效。

当前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

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工作的重要

性日渐凸显。此次机构改革方案

提出，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推进

相关工作。

与此同时，改革方案还提出组

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化地

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统筹推进中

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完善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加强金融管

理部门工作人员统一规范管理等，

对金融领域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

等内容作了调整，进一步优化了金

融监管格局。

这样的调整，适应了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

要，也体现出历次机构改革的一

条主线：更好把握政府和市场关

系、不断提高政府履职能力。

早在 1988 年，机构改革就提

出“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重点。

当年的改革提出，为发展生产力、

提高经济效益、搞活企业等服务，

改革的重点是精干机构、精简人

员、政企分开，把生产经营的权利

交给企业。

此次改革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的改革思

路，开始重视理顺党政关系、政企

关系。在改革过程中，明确按照

“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

原则精简专业部门和减少人员编

制。

2008 年，国家机构改革进一

步提出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

的“大部制”改革。这次改革将许

多职能交叉重叠的部门进行了整

合。如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

行业管理体制得到了重塑，国家

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

输部应时而生。

2013 年的改革提出，使政府

职能有效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大部制”改革

继续进行。铁道部、卫生部等机

构成为历史。

2018 年的机构改革，进一步

加强了国务院机构经济调节、市

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

态环境保护等职能。

比如：为改善“看病难、看病

贵”，组建了国家医疗保障局；为

更好保护“绿水青山”、治理污染，

组建了生态环境部；为破解“几个

大盖帽管不住一个破草帽”，组建

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此

前分散在多个部门的监管职能进

行了合并等。

此次机构改革方案指出，重

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加强科学技

术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

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

会发展相结合等职能；为了更好

统筹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

“三农”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把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有关

职能划归农业农村部，并在农业

农村部加挂国家乡村振兴局牌

子。

在服务国家大局中不断优化

机构设置和机构职能，也是历次

机构改革一以贯之的做法。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目标。为了建立起有中国特色

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行政管理体制，1993 年的国务

院机构改革对宏观调控和监督部

门进行了调整，撤销 7 个部委、新

组建6个部委。

到了 1998 年，传统管制型行

政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

适应、深层次矛盾日益尖锐。

围绕更好服务市场经济体

制，国务院组成部门在当年进行

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撤销了几乎

所有工业专业经济部门。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加快建立宏观调控机构和市场监

管机构成了当务之急。

2003 年的机构改革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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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加

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

建设”作为重点。

这一年，政府不再直接管理

服务企业，而是设立了国资委；国

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也被改组成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银监会、商

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等新机构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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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改革始终围绕政府职能优化来进行

三是改革紧紧围绕服务国家大局来深入三是改革紧紧围绕服务国家大局来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