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鐵道部料兩年內併入交通部

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在昨日的報告中明言，改革是循
序漸進的。考慮到中國鐵路建設和管理的特殊性，

保留鐵道部。了解內情的人士指出，多年來政企不分的現
實，使得鐵道部在此次機構重組中被判緩期，但中國政府
進行行政體制改革的決心十分堅決，《到2020年建立起比
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報告稱，鐵道
部亦被要求繼續推進改革。

力踐公共行政 維護公平正義

一位曾參與機構改革方案起草的專家對本報表示，機構
改革雖然不是疾風暴雨，但也不會像前幾次那樣，5年後
才會有所動作，此次的大部制是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
開篇曲，未來的樂譜是連續的，而不是跳躍式的，「鐵道
部併入交通運輸部的時間不會太久，應該也就在這一兩
年」，這位專家說。
專家表示，大部制僅僅是行政體制改革在政府機構中的

一個表現，它只是配筆，並不是改革的靈魂，改革的核心
內涵是公共行政。簡單來說，它的主要特徵包括公共性，
強調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管理社會公共事務，提供公共產品
和公共服務；公正性，強調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公
共意志的執行者，因此必須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服務
性，強調政府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主要方式是為公民和顧
客提供良好的服務。

「超級管家婆」 未來首抓宏調

此外﹐在過去5年權力過於集中，儼然成了「小國務院」
的發改委，也必然會成為下一步改革的目標。許多人士指
出，「一個大橋項目的立項交通部批了還不成，還必須上
報發改委」，這種凌駕於其他部委之上的審批職能，讓發
改委成為事實上的超級強力部門和「超級管家婆」。一位
專家直言批評：「發改委太熱衷微觀管理，每年審批數以
萬計項目，自己本份的宏觀經濟預測卻做得不好。」
而在此次改革中，國家發改委定位為集中精力抓好宏

調，搞好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指導推進和綜合協調經濟體
制改革，協調解決經濟運行中的重大問題，加強預測預警
和資訊引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同時，進一步減少微
觀管理事務和具體審批事項。　
中國人事科學院院長吳江亦認為，此次機構改革方案的

一個亮點就是塑造公共服務型政府。通過減少機構數量，
減輕各部門協調困難，使政府運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場
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管理角色定位。

政企不分須漸進改革　發改委將成下一目標

重組部委 料現「調崗」潮

放權地方 公共事務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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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現在

不動，早晚也要動，這次只是判了一個

『緩期執行』」，一位鐵道部高官對本報記

者透露。雖然此前有關鐵道部應該併入交

通運輸部的呼聲不斷，但在昨日公佈的

《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中，

鐵道部仍赫然列於國務院27個部委的名

單中。當然，這也並沒有影響這位鐵

道部人士對於未來重組合併大趨勢的

判斷。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按照11日公佈的《國務
院機構改革方案》，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國防科工委)
不再保留。就在國防科工委被撤銷的同時，其主管的十一
大軍工集團的市場化進程亦正在提速。
早在一個月前，國防科工委官員曾表示，包括航太科技

集團公司、航太科工集團公司、航空工業的航空工業第一
集團公司、第二集團公司等在內的十一大軍工企業將在5
年內完成股份制改造，融資近千億元，其中利用資本市場
直接融資將超過500億元。
據此間媒體報道，包括「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軍工

企業對外融資資訊披露」和「武器裝備科研生產管理」、
軍工專案實施招投標制度及管理條例等一系列政策實施細
則目前已經在擬定之中。
這些細則，一方面將為吸納民間資本進入軍工領域，逐

步掃清障礙；同時也為軍工企事業單位，到市場化領域中
試水提供了直接通道。

軍工巨頭 5年全數市場化

十一大軍工集團一覽
■核工業集團公司 ■核工業建設集團公司

■航天科技集團公司 ■航天科工集團公司

■航空工業第一集團公司 ■航空工業第二集團公司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 ■船舶重工集團公司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 ■兵器裝備集團公司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
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12日舉行記者招待
會，圖為中外記者各顯身手聚焦精彩。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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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國務院部
委的大部制改革已拉開序幕，接下來，地方

政府的機構改革成為備受關注的話題。此間觀察家指出，大
部制改革對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提出了新的思考和展望空
間。地方政府今後料將會獲得更大的管理空間，中央對地方
的「管理」將更多地集中在幾個關鍵要素上，如資本、司
法、環境、能源、交通、稅制和國家安全等方面。
這位觀察家說，目前在政府機構設置上，中央與地方基本

是對應的，中央部門也要求地方與之對口設立機構，如果中
國順利推進大部制改革，中央向地方加大放權將是大趨勢。
大部制改革將弱化現有的中央部門縱向控制，中央部委管理
得越宏觀，在資源、投資審批等具體政策約束上會更加放
鬆，地方政府將獲得更大的經濟發展的自主空間。中央的放
權可能首先體現在公共事務權上，如環境保護、社會保障
等。
此外，地方政府在財力上將會有所擴大。在公共事務權下

放的同時，中央將會擴大地方財權，分稅制、土地財政等制
度將會強化，地方財權整體上將有所加強。然而，保持中央
政府有足夠的財力是中國政府維持集中式管理體制的重要保
障，因此，也不能奢望地方政府的財權會有極大的擴張，更
可能的情況是，在財政大餅總量做大的同時，中央與地方共
用增長。

連鎖效應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
面對自己工作的部委即將被撤銷，
降級為副部級的「局」，國防科工
委內的氣氛難言輕鬆。不少人用
「等待安排」來概括自己目前的狀
態，簡單的四個字，在涉及到重組
的部委中有㠥相當的代表性。
在近十年的機構改革中，1998年

的改革讓人仍然記憶猶新，當時政
府部門大規模重組精簡，使得人員
分流受到廣泛關注。「當時為了安
置冗員，政府提供了很多優惠政
策，比如調到相關事業單位、鼓勵
進修研究生等」，一位參與了當時
機構改革的人士對記者表示。就在
這年，改革後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
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機關人員編制由原來的32萬人
減少到16.7萬人。

改革非冗員　重職能合併

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表示，從總量上講，經過那次
精簡，中央政府部門的公務員總數是合理的，所以此
次機構改革的主要矛盾並不在冗員。目前公務員存在
冗員的地方主要是鄉鎮政府的公務員過多，而中央政
府機構很多時候人員還不足，需要到下屬的企業或者
事業單位去借調。
此次雖然有一些職能重複的部門被合併，但亦有一

些被職能被加強的部分顯現出用人需求，比如環保部
和能源部，所以，一些涉及到改革的官員可能面臨㠥
部委間的崗位調整。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李軍鵬認為，實行大部門體制重

點是在合併職能、整合機構，而不是撤銷職能與機
構，更不是精簡人員，也就是減機構不減職能、減機
構數量而不減人員。相反，對於一些公共服務部門還
要增加人員和編制，加以充實，改變目前工作負荷過
大、人員緊缺的局面。
然而，在大部制的衝擊下，人員變動在所難免。例

如，最明顯受到精簡衝擊的國防科工委5個部級官員
中，就有4人要調到其他部門，如一二把手調到「大飛
機」項目，將來將率領成立如美國波音這樣的軍民用
飛機企業。
另一方面，也有人表示十分想得開，「這麼大的機

構改革，人員不變動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國正處發展
期，用人的地方多得很」，全國政協委員馬富才說，在
此次的改革方案中，他所在的國家能源領導小組辦公
室將整合到國家能源局。

■隨㠥大部制改革推進，地方政府料將在環保、社保等方面獲更大管理空間。 資料圖片

■國防科工
委被撤的同
時，其主管
的軍工集團
亦加緊市場
化。圖為國
防成就展。
資料圖片

■此次機構改革的矛盾並不在冗員，相反一些中央機構人員尚不足。圖
為公務員考試。 資料圖片

■無論在中央還是地方，「官少牌子多」的現象屢見不鮮。圖為湖北隨州一景。 新華社
■在大部制改革中，保留鐵道部事出有因，專家表示，其
併入交通運輸部的方向不會改變。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