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江鑫嫻）3月
10日公布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
提出，將原食品安全辦、食品藥品監管局、
質檢總局的生產環節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和工
商總局的流通環節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進
行整合，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
其主要職責是對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的食
品安全和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實施統一監

督管理等。
方案還提出，

將工商行政管
理、質量技術監
督部門相應的食
品安全監督管理
隊伍和檢驗檢測
機構劃轉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部
門。保留國務院
食品安全委員

會，具體工作由食品藥品監管總局承擔。食品
藥品監管總局加掛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
室牌子。不再保留食品藥品監管局和單設的食
品安全辦。為做好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銜接，
明確責任，方案指出，新組建的國家衛生和
計劃生育委員會負責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和食
品安全標準制訂。農業部負責農產品質量安
全監督管理。將商務部的生豬定點屠宰監督
管理職責劃入農業部。

避免盲點卸責重複監管

中央編制辦相關負責人表示，實踐證明，
監管部門越多，監管邊界模糊地帶就越多，
既存在重複監管，又存在監管盲點，難以做
到無縫銜接，監管責任難以落實。多個部門
監管，監管資源分散，每個部門力量都顯薄
弱，資源綜合利用率不高，整體執法效能不
高。同時，隨 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民
群眾對藥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出更高要

求，藥品監督管理能力也需要加強。因此，
需要下決心改革現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體
制，將食品安全辦的職責、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的職責、質檢總局的生產環節食品安全
監督管理職責、工商總局的流通環節食品安
全監督管理職責整合，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總局，對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的食
品安全和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實施統一監
督管理。

發揮市場機制社會監督

改革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需要轉變
管理理念，創新管理方式，充分發揮市場機
制、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作用，建立讓生產
經營者真正成為食品藥品安全第一責任人的
有效機制。需要充實加強基層監管力量，切
實落實監管責任，形成隊伍集中、裝備集
中，廣覆蓋、專業化的食品藥品監管體系，
不斷提高食品藥品安全質量水平。

重組海洋局 統合海上執法
中國海警局統管海監海警漁政緝私

據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介
紹，中國現行海上執法力量分

散，重複檢查、重複建設問題突出，執
法效能不高，維權能力不足。為加強海
洋資源保護和合理利用，維護國家海洋
權益，有必要整合海上執法力量。

整合海監海警漁政緝私

為此，方案提出，將現國家海洋局及
其中國海監、公安部邊防海警、農業部
中國漁政、海關總署海上緝私警察的隊
伍和職責整合，重新組建國家海洋局，
由國土資源部管理。主要職責是，擬訂
海洋發展規劃，實施海上維權執法，監
督管理海域使用、海洋環境保護等。國
家海洋局以中國海警局名義開展海上維
權執法，接受公安部業務指導。同時方
案還提出，設立高層次議事協調機構國
家海洋委員會，負責研究制訂國家海洋
發展戰略，統籌協調海洋重大事項。

避免隊伍重複資源浪費

對於是次整合，中央編制辦相關負責
人表示，長期以來，中國海上執法力量
分散。國家海洋局的中國海監、公安部
的邊防海警、農業部的中國漁政、海關
總署的海上緝私警察等執法隊伍各自職

能單一，執法過程中遇到非職責範圍內
的違法行為無權處理，影響執法效果。
每支隊伍都自建專用碼頭、艦船、通訊
和保障系統，造成重複建設、資源浪
費。而且幾支隊伍重複發證、重複檢
查，成本高、效率低，增加了企業和民
眾負擔。海上執法力量分散問題是多年
來一直想解決而沒解決的老問題，社會
各界高度關注。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堅決維護國家

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維護國家海洋權益」。

海洋問題綜合性強，涉及經濟、科
技、資源、環境等方方面面，需要加強
統籌規劃和綜合協調，這次改革設立高
層次議事協調機構國家海洋委員會就是
基於這個考慮。

海洋發展維權吃重

據新華網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海疆
問題研究學者王曉鵬表示，從發展海洋
經濟到維護海洋權益，從提升海洋科技
到保護海洋環境，中國都需要一個更高
層次、更加統籌和更具綜合協調能力的
部門從全局來加以管理。「海洋經濟越
發展，維權越重要，現行管理機制的弊

端也凸顯出來。」王曉鵬認為，實踐證
明，「九龍治海」管不好海，甚至可能
出現負面效應。
王曉鵬展望，重組後的國家海洋局，

應不止於職能的「整合」，而要在功能
「統合」上下功夫。「重組不是職能的
數量變化，更應該實現化學反應，形成

合力。」
上海社科院副院長黃仁偉分析認為，

除了經濟因素的考量，重組國家海洋局
也是維護國家主權的緊迫需要。去年以
來，中國在黃岩島、釣魚島等海域相繼
展開海上維權，成為中國政府和民眾最
為關注的事情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何

凡、王曉雪）全國政協委員、外交
部副部長翟雋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此次大部制改革涉及到的海洋局重
組，將有助於改進以往管理海洋事
務部門較多的情況，下階段應有一
系列措施加以落實。
翟雋說，「以往海上執法力量分

散，多支執法隊伍職能較單一，實際上不科學。這次
改革的方向正確，『九龍治水』早就應該改。而改革
涉及到部門利益，是有難度的，應統籌協調進行。」

外交部副部長：
利改「九龍治水」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劉

蕊）全國政協委員、著名海洋地質
學家、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
院院長高抒在接受本採訪時表示，
本次大部制改革的最大亮點之一是
設立海警局。他說，海警局是在自
己國家的領海和專屬經濟區內執
法。過去中國的海洋局沒有相關明

確的職能安排，海警局則填補了海洋執法的空白。
同時他希望重組國家海洋局能夠進一步明確海洋局

的職能定位。他說，過去國家海洋局將很大精力用在
海域管理上，而忽略了其他日常業務和科研活動。
他建議應更加注重海洋事務的國際合作交流以及科

學研究。「周邊國家蠶食我們的海島往往不是通過軍
事手段，而是通過科學研究、經濟活動來進行的。」

海洋學家：設海警局是亮點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江鑫嫻）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3月

10日聽取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說明。方案提出，國

務院將重新組建國家海洋局，推進海上統一執法。分析人士認為，這

是中國在「海洋強國」戰略中的一項重要頂層設計，意在更好地推動

發展海洋經濟，維護海洋權益。

整合職責 食安藥監將組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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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提出必須確保愛國愛港

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在香港引起了熱烈討論。我們

認為，治港須是愛國者，普選須遵基本法，未來行政

長官和立法會普選方案的討論，必須在這個原則基礎

上進行。

治港須是愛國者，這是基本法的要求。基本法第

104條規定，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

時，必須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是治

港須是愛國者的具體體現和法律化。

親自指導基本法起草的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多次

提出「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又確定了愛國者的標

準：「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

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

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鄧小平關於「愛國者治港」

原則和愛國者標準的闡述，已體現在基本法的條文

中。

俞正聲強調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猶

如暮鼓晨鐘，發人警醒。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

期執政，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民生改善和中華民族

復興進程順利發展。香港絕對不能變成顛覆內地社會

主義的陣地和橋頭堡。將來普選的特首必須愛國愛

港，絕對不能出現與中央政府對抗的力量執政。這是

中央不可逾越的底線。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討論未來兩個普選產生的辦法，必須先明確愛國愛

港是治港者的條件和前提，有關選舉的具體技術問題

便可迎刃而解。在香港實行普選的依據是基本法，因

此香港的普選問題，須遵循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

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

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

目標」。有反對派人士聲言，不接受2017年普選特首

設預選機制。然而，「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候選人就是一種初選，無論稱之為「預選」還是「篩

選」機制，都是基本法規定的必須的一個法定程序。

世界上所有普選制度裡的提名程式，都是帶「篩選」

性質的。從基本法要求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和「提名委

員會」的功能看，特首普選必須通過初選產生候選

人。正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所說，倘不按照這個程

序，就是違反基本法。

部分反對派正在策動所謂「佔領中環四部曲」，來

對抗制定特首普選方案的基本原則和法定程序。這是

一個鼓動人犯法的偽命題，實際上是要拆除香港通向

普選的法治軌道，以「癱瘓中環」以至「癱瘓警署」

的暴民政治，拿香港的穩定繁榮和市民的利益作賭

注，挑戰治港須是愛國者的原則，這已經嚴重衝擊

「一國兩制」底線，必須予以揭露和譴責。

(相關新聞刊A2、23版)

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昨日

正式披露，意味 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

革即將啟動。中國行政機構龐大，架床

疊屋，效率不高，以及產生屢禁不絕的

貪腐問題，成為阻礙中國進一步發展的

包袱。此一輪機構改革「大動筋骨」，

顯示「習李體制」革除行政弊端的決心

和魄力，體現十八大「繼續簡政放權」

的要求。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建立服務

型政府，是中國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

系、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的重要

一步。由於牽涉巨大固有利益，改革的

難度和挑戰不可低估。

以往30多年來，中國經過6輪機構改

革，但行政機構在屢次改革中變得越來

越臃腫，規模越來越龐大。有研究發

現，按照公務員與GDP的比例指標來看，

中國公務員數量大大超出發達國家，中

國財政供養比例超歐美近20倍。這不僅

令政府財政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而且

職責交叉、權責脫節、爭權諉責。最讓

人詬病的是，權力過分集中，缺乏有效

監督，以權謀私、貪污腐化難以遏制。

隨 中國經濟發展進一步邁向市場化，

下力氣精簡機構乃大勢所趨。

相比過往的改變，此輪改革明確以政

企分開、下放權力為目標，通過轉變政

府職能，強化服務角色，是抓住了改革

的關鍵和要害。其中最具有標誌性意義

的內容，是實行鐵路政企分開，不再保

留鐵道部，意味 最後一個「計劃經濟

的堡壘」被清除。

本次改革突出強調職能轉變，重點在

於「三個放權」，即向市場放權、向社會

放權和向地方放權，這有利於將市場、

企業、社會職能清理出來，轉移出去，

做到「讓市場的歸市場」。一個現代化的

社會，政府主要職能在於創造有利市場

運作的環境，加強對市場的監管。此輪

改革，將新組建部門打造成為職能科

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

服務型政府「試驗田」，進而為推動行政

體制改革發揮先導作用。

機構改革背後牽涉巨大的利益，儘管

困難和挑戰不言而喻，但是為了國家發

展更暢順，人民獲得更大利益，必須迎

難而上，打破利益集團的掣肘，避免改

革走回頭路。 (相關新聞刊A3版)

治港須是愛國者 普選須遵基本法 機構改革挑戰不可低估

A6 責任編輯：姚逸民

2013年3月11日(星期一)

2 0 1 3兩 會

江蘇副省長：食安不會「一併功成」

武警代表：海上執法可增效

國家海洋局重組方案
根據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議案

組建

接受管理

國土資源部

現國家海洋局
及其中國海監

公安部邊防海警

農業部中國漁政

海關總署海上緝私警察

承擔國家海洋委員會的具體工作

以中國海警局名義開展
海上維權執法
（接受公安部業務指導）

國家海洋局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葛沖）全國人
大代表、江蘇省副省長徐鳴昨日向本報表
示，過去食品安全問題，確實存在多個部門
管理，職責不清，管理不到位等情況，希望
能通過相關部門的組合，進一步明確監管的

職責，來解決好食品安全問題。但同時，徐
鳴也提醒稱，此次機構整合只是解決食品安
全問題的一個方面，並不能就此認為，「一
併到一起，食品安全問題就解決了，沒有那
麼簡單」。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軼瑋）

全國人大代表、武警雲南省總隊政委張
桂柏大校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重組國

家海洋局基於當前中國海洋建設發展大
局考慮，並非針對哪一方面，更不是針
對釣魚島，而是為集中力量統一管理，
以提高海上執法的辦事效率。
全國人大代表、武警青海總隊總隊長

宋寶善少將亦認為，重組國家海洋局最
大的好處就是集中力量。現海上執法力
量分散、重複檢查問題突出，常是發現
問題，但因職責分工，導致「有些看得
見的管不 ，有些管得 的看不見」。

■張桂柏 軼瑋攝 ■宋寶善 軼瑋攝

■徐鳴 葛沖攝

■翟雋 王曉雪攝

■高抒 劉蕊攝

■國務院將重新組建國家海洋

局，推進海上統一執法。圖為

國家海洋局大樓。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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