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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試水「三合一」市場監管
浦東工商質監食藥監整合 覆蓋生產流通消費全過程

去年九月，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調整完善浦東新區
市場監督管理體制。歷經三個多月，原工商、質

監、食藥監三個局完成職能、機構以及人員的整合。內
設機構由原來的29個減少至17個，精簡了41.4%；機關
編制從264名減少至198名，精簡了25%；改革後，全
局80%以上的人員在基層、在一線從事行政執法工作。

精兵簡政 資源共享
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浦東新區區委副書記、代理區
長孫繼偉表示，從「重准入」到「重監管」，新成立的
市場監督管理局擔負探索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
會關係的使命。他並強調，浦東新區將進一步探索寬進
嚴管，激發市場活力，借助改革推動浦東發展的新跨

越，爭做改革開放排頭兵中的排頭兵，先行者中的先行
者。
此間分析人士指出，是次改革打破了分段管理的格局，

三局合併後，可以避免原有的職能分散、交叉、缺位和錯
位問題，避免互相扯皮和「九龍治水」現象，促進監管到
位，且原三局職能間的外部協調將變為內部協調，有利於
實現人、財、物等執法資源的集約配置、結構優化和資源
共享，進一步降低協調成本，從而實現浦東市場監管領域
的一體化、無縫隙銜接。

整治食安有「良方」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推動的機構精簡，亦有利於進一
步實現市場高效能監管，為企業減負。浦東市場監管局

相關負責人表示，如以前企業在登記時，營業執照的辦
理要到工商部門，組織機構代碼證辦理要到質監部門，
餐飲服務許可證要到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而現在這些將
由市場監督管理局一力承擔，將進一步優化審批流程、
減少中間環節，縮短准入時限。為此，市場監督管理局
註冊許可分局同時成立，並正在進一步研究優化流程的
具體方案。
剛剛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將食品安全問題置於核

心位置，而浦東的「三合一」創新，亦將是治癒內地食
品安全沉疴的一劑良方。現任浦東新區區委書記沈曉明
此前曾任上海市食安委主任，他以幾年前的染色饅頭為
例，稱在此事件上，更大的問題是沒把體制設計好，要
把監管力量沉到最底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
授朱春奎指出，食品藥品安全關乎民生，
面對監管部門分散、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
窮的現象，去年4月出台的《國務院關於
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體制的指
導意見》強調要加快推進地方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體制改革，浦東新區的「三局合
併」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應運而生。
朱春奎表示，這一改革措施旨將食品藥品

等和老百姓密切相關的監管交由一個部門把
關，在食品安全上實施全過程監管，消除市
場監管盲區，破除「各掃門前雪」的分段式
監管弊端，構建覆蓋生產、流通、消費全過
程的市場監管體系，確保老百姓吃得放心、
用得安心。就行政組織而言，「三合一」的
監管模式整合了政府各監管部門的力量，超
越了傳統的專業分工監管模式。

改革後體現民生關懷
在朱春奎看來，傳統監管模式主要建立

在部門功能分工的分部化原則，以各部門
分別處理其組織任務所管轄的業務為核
心，各行政機關試圖追求更高的效率，並
不見得聚焦於解決社會、民生問題，而改
革後形成的整體型治理模式，則體現了旨
在解決民生問題的核心關懷。
上海市食藥監局長閻祖強認為，此次改

革加強了基層執法人員比例，市、區以及
街道基層執法人員比例分別為10%、25%、65%。
同時街道基層食藥監所將設立快速檢測室，提供35
項檢測項目，包括地溝油、亞硝酸鹽等，今後，快
速檢測室將向市民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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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
浦東新區綜合配
套改革試點再度

提速，備受關注的浦東市場監督管理局將於今
日（1日）正式掛牌，原浦東新區工商、質
監、食藥監部門完成「三合一」破冰整合，構
建起一個覆蓋生產、流通、消費全過程的監管
體系，此舉被外界視為浦東「二次創業」的重
要突破，亦將是治癒內地食品安全沉疴的一劑
良方。

浦東三局合併新優勢
1. 工商、質監、食藥監部三局合併後，避免互相扯皮現象，避免監管真空。
2. 改革後，原三局職能間的外部協調將變為內部協調，有利於實現人、財、物

等資源共享，無縫隙銜接。
3. 推動了機構精簡，有助企業減負，如辦證手續毋須再走三部門。
4. 對應浦東36個街鎮和幾個開發區，改革後的市場監督管理局著力形成「36+

X」的市場監管格局。「36」，就是與街鎮一一對應設置36個市場監管所；
「X」，就是在重點區域設置派出機構。

5. 浦東市場監管局將成立綜合執法稽查支隊，加強對跨區域的重大案件執法監
管。

人民日報元旦獻詞：
改革為明天鋪路

三中《決定》如是說：
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構，建立最嚴格

的覆蓋全過程的監管制度，建立食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品質標識制度，保
障食品藥品的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昨日刊
登社論元旦獻詞，文中提到2014
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
年，萬事起頭難，不過知難就不
難，只要有進取、機遇和責任意
識，今天的改革便可為明天鋪
路。
社論寫道：「這一年，面對極

其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們總
攬全局，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
中心，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穩中
有進、穩中向好的良好開局；我
們銳意創新，用一系列改革舉措
保持發展活力、積蓄內生動力；
我們以轉作風推動黨的建設邁出
新步伐，贏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

持，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進一步
增強；我們將公平正義的理念貫
穿於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實現
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切身
利益，為更多人創造人生出彩
的機會。」
社論指出，「 2014年，是全面

深化改革第一年。萬事開頭難，
知難就不難。沒有一往無前的進
取意識，沒有乘勢而上的機遇意
識，沒有敢於擔當的責任意識，
昨天的改革不會為今天奠基，今
天的改革也難以為明天鋪路。十
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一個新的時間
窗口，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
事業推向嶄新境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 珠
海報道）橫琴官員財產公示有新進
展，2013年橫琴新區再次擴大申報
對象、內容及加大抽查力度，將申
報對象擴大至全區副科以上的領導
幹部，人數增至74人，申報內容從
原有的7項增至15項，不僅包括家
庭財產，還有本人及家屬的境外關
係。
2013年橫琴將申報對象範圍擴大

至全區副科以上幹部，包括副處長

及以上35人，副科長和科長12人，
區屬企事業單位負責人27人。
同時在申報內容上新增了8項，

其中有：本人因私出國（境）情
況、配偶和子女境外關係，包括
本人的婚姻變化情況；本人持有
因私出國（境）證件的情況；本
人因私出國(境)情況；配偶、子女
移居國(境)的情況；配偶、子女被
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
等。

橫琴官員財產公示擴至副科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添翼
廣州報道）廣州市2013年「1號
工程」南沙新區，獲批後的首年
運行中與港澳合作持續深化。廣
州市副市長陳志英前日透露，截
至目前為止，港澳投資企業超500
家，總投資金額達60億美元（約
468億港元)。
陳志英指出，國務院批准的南

沙新區規劃中提到，該區戰略定
位是打造粵港澳全面合作的示範

區。各方在共建合作機制、合作
領域開發、人員往來便利等方面
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陳志英又表示，2014年南沙新

區的工作推進，主要集中在重大
基礎設施的建設工程，包括萬頃
沙等重要樞紐和南沙市政網絡的
建設；二是市政基礎設施的建
設；三是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
四是已引進的主導產業項目建
設。

500港澳企投資南沙約468億

三中60項改革 至少23項已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
國領導層完成權
力交接」被不少
外 國 媒 體 評 為

2013年的重大國際新聞。法國《世界之眼》將
「習近平時代的第一年」作為2013年中國最值得
關注的事，認為2013年習近平在反腐和社會改革
方面讓人看到希望。英國天空新聞網稱，從政治
上說，中國一直是「大新聞」。同時，外媒更視
2014年為中國全面改革措施的「驗證年」。
據《大西洋月刊》梳理了2013年的中國「大事

件」：習近平掌權，經濟和社會改革進入深水
區，經濟發展加速，環境惡化，中國對美間諜活
動、中美領導人峰會以及中美關係，薄熙來因貪
腐和濫用職權被判刑，東海摩擦加劇和新疆恐
襲。文章說，習近平將「中國夢」作為這個國家
的口號，再次表明國家強大是中國最核心的思
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國安委和全面深化改
革領導小組的成立有助於理順最高層的決策流
程。這次全會不完全是政治會議，也提出重要的
政策變化：戶籍改革和「單獨二孩」政策。法國
《解放報》將中國廢除勞教制度和放寬生育政策
列為2013年最值得關注的中國新聞，並將2014年

視作這些措施能否切實落實的「驗證年」。

地方債等作經濟晴雨表
《首爾經濟》稱，隨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經

濟在明年世界經濟中火車頭的牽引作用持續下
降，世界製造業可能迎來「後中國時代」，而製
造業全球佈局也將發生變化。路透社30日說，
2014年經濟有望加速前行，但難有飛躍式發展。
《華爾街日報》說，2013年中國經濟就像坐上了
過山車。外界推測，明年中國GDP增速在7.6%左
右，這個數字對經濟處於停滯的發達國家可能令
人驚歎，卻是中國經濟自1999年以來的最低增
速。地方政府債務、錢荒是否再次上演、上海自
貿區、房地產市場繁榮度和關閉鋼廠是盤點明年
中國經濟改革力度的「五大晴雨表」。

2014是中國全面改革「驗證年」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昨日表示，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到現在這50天左右的時間內，出台了60項改
革任務中至少23項啟動，（另有部分改革也將在今年內啟動）可以
用6個字形容：堅定、務實、給力。
遲福林指出，從具體措施來看，推進了一些重要領域政策的出

台，也從群眾反映最突出的問題予以解決。比如行政審批、腐敗、
公款吃喝等問題。
遲福林表示，這些舉措的推出，讓大家看到了希望，也說明改革

動了真格，官員的權力約束已經開始。不過，他承認一些領域還沒
有看到改革的動靜。原因包括一些問題需要中央統一部署；有些部
門對改革的理解還不到位等等。

範疇 內容
1. 國企改革 確定國企管理薪酬水平，健全

財務審計等機制。
2. 打破壟斷 商務部等12個部門聯發《消除

地區封鎖打破行業壟斷工作方
案》。

3. 金融市場 發佈《關於進一步推進新股發
行體制改革的意見》。人民銀
行公佈《同業存單管理暫行辦
法》。

4. 知識產權 通過公開侵犯知識產權案件信息。
5. 幹部考核 規定地方幹部考核不搞GDP排

名。
6. 房產登記 今年推進不動產統一登記制

度。
7. 行政審批 通過公司法等7部法律的修正案

草案，取消和下放68項行政審
批項目。

8. 購買服務 發佈《關於做好政府購買服務
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

9. 行政級別 取消學校的行政級別，實行校
長職級制。

10. 預算管理 今年推進政府和部門預決算公
開，改進年度預算控制方式，
建立權責發生制政府綜合財務
報告制度。

11. 稅收制度 鐵路運輸業和郵政業今日起納
入營改增試點。

12. 財政體制 劃分中央地方事權和支出責
任。

13. 設市標準 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
制。

14. 絲綢之路 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
15. 檢務公開 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健全主

動公開和依申請公開制度。
16. 廢止勞教 勞教制度廢止。
17. 防止錯案 公佈《關於建立健全防範刑事

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
18. 加強反腐 中紀委就相關改革作出部署。
19. 改進作風 印發《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

浪費條例》。
20. 教育改革 制定考試招生改革總體方案的

部分細節。
21. 社會保障 今年起各地公共租賃住房和廉

租住房併軌運行。
22. 延遲退休 「漸進式」延遲退休。
23.醫藥衛生 將綜合構建涵蓋最低生活保

障、醫療、臨時救助等專項救
助在內的制度體系框架，起草
法規。

24.單獨兩孩 單獨兩孩政策啟動實施。
25. 社會組織 全國性行業協商會今年鋪開去

行政化試點。
26. 生態保護 印發《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調整

管理規定》。
27. 邊海空防 設東海防空識別區。
28. 領導小組 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

組。
29. 幹部選拔 通過《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

工作條例(修訂稿)》。

部分已啟動和正在推進中的改革

■內地面對的食品安全問題包括含鎘的毒大米。
網上圖片■上海市委常委、浦東新區區委

書記沈曉明（左）與上海市副市
長時光輝昨日為上海市浦東新區
市場監督管理局揭牌。

■三中推出單獨雙胎政策頗受民間歡迎。
網上圖片

■三中廢止勞教制度。
網上圖片

■■被金屬污染的毒菜問題被金屬污染的毒菜問題
也影響民生也影響民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毒奶粉問題最觸怒市毒奶粉問題最觸怒市
民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