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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制与机构改革)，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1995

年10月，第69-72页。1982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绩应该充

分肯定。不仅在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

化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而且在精简机构和编制方面也迈出

了很大步伐。国务院自身的改革率先进行，除机构精简外，

对领导班子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以及人员精简等方面

，都做了明确规定。副总理由13人减为2人，新设国务委员10

人3据38个部委统计，正副部长、主任共减少67％，平均年龄

由64岁降到58岁；在人员精简方面，由于实行定编不定人，

国务院系统总编制虽然缩减了1／3，但实际人员并没有减少

这么多；干部的文化层次也有较大的提高。①但是，由于当

时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尚未正式

提出，因而这次机构改革仍以精简机构和编制为重点，没有

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下功夫，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旧体制，没

有消除机构膨胀的原因。因此，改革后再度出现了膨胀的趋

势。1983年至1987年期间，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需

要，健全国家行政体制，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领导职能，国

务院增设了审计署、监察部、国家安全部、国务院法制局、

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建材工业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将机械工

业部与兵器工业部合并 成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将教育部改

为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调整为广播电影电视部，中

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截



止1988年机构改革前，国务院设45个部委机构,22个直属机构

，4个办事机构和1个办公厅，共72个工作部门。此外，还

有14个由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82个非常设机构。①二

、1988年机构改革1982年机构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进一步深化。1984 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指导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

开。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过 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与经

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矛盾，又突出地表现出来。邓小平同

志1986年9月3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我们

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的经 济体制改革每

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

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 改

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

现。"②他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党政分开、

权力 下放和精简机构。②宋平同志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关于国务院改革方案说明》中，阐述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

必要性，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全面展开，现有机构的弊端愈益突出起来，主要表现

在：政企不分，结构不合理，在职能上微观管得过多，宏观

调控不力；机构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相互扯皮、工

作效率不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结构不适应经济的、法

律的间接管理方式，等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政

治体制改革的展开，要求相应地转变政府机构的职能和管理

方式，调整机构设置的总体格局及其职责权限。机构不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化，已经取得的成果也难以巩固。



所以，必须下决心对政府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1988年

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央做了精心的准备。改革大体经历了

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86年9月开始，成立中央政治体制

改革研讨小组，下设机构改革专题组，就机构改革问题专门

进行调查研究和探讨，于1987年4月提出改革思路，经中央讨

论，原则意了机构改革专题组研讨报告。第二阶段，从1987

年5月开始，按中央肯定的改革思路，经过近半年的调查研究

，对原有的各部门机构逐个进行了职能分析，提出可供选择

的3种方案，在反复比较和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改革的初步

方案。同年9月，中央审议并原则同意了党政机构改革的初步

方案，并在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明确提出机构改革的任

务。第三阶段，成立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从1987年10月

开始，按照各部门实行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要

求，在多方座谈讨论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制定了机构

改革的实施方案。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原则上

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第四阶段，从1988年4月开始，

按人大批准的方案，先进行新组建的9个部委的"三定"工作，

然后制定其他部门的"三定"方案。到1988年底，按预定计划，

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的"三定"方案，经总理

办公会议和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讨论，全部审定完毕，各部

门相继按"三定"方案转入正常运转。1988年机构改革前，国务

院共有72个工作部门，其中部委45个，直属机构22个，办事

机构4个，办公厅1个；改革后，国务院共有68个工作部门，

其中部委41个，直属机构19个，办事机构7个，办公厅1个。

此外，对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和非常设机构进行清理和研

究，共设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15个，非常设机构44个。改



革前后，国务院机构变化如表4-2所示表4-2 1988年国务院机

构改革前后机构变化对照表改革后设68个工作部门 改革前

设72个工作部门 备 注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归口管理

外国专家局 外交部 外交部 国防部 国防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

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 经委部分业务并入国家体改委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国家教育

委员会 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语委改为由

国家教委归口管理国家核安全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国家科

学技术委员会 归口管理国家核安全局，中国专利局国防科学

技术工业委员会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公安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国家安全

部 归口管理国家保密局国家土地管理局 国家土地管理局 国家

新闻出版署 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 国家新闻出版署

与国家版权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 国家旅

游局 国家旅游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建筑

材料工业局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 国家医药管理局 原为国家经

委领导的"国家局" 国家海洋局 国家海洋局 国家气象局 国家气

象局 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 撤销国家档案局 国家档案局 国务

院宗教事务局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国家档案局 国家档案局 国

务院参事室 国务院参事室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务院机关

事务管理局 由直属机构改为办事机构 国务院法制局 国务院法

制局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国务院特区办公室 国务

院特区办公室 国务院经济调节办公室 撤销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

公室 国务院研究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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