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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琪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机构改革纵深推
进。细细数来，在此次改革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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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倒回第一次改革之前，彼时国务院工
作部门达到了 100个，人员编制达到 51000人。
臃肿的管理机构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在 1982年
拉开了帷幕。

这次改革不仅以精兵简政为原则，而且注
意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对政府
机构设置提出的新要求，力求使机构调整为经
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有利条件，较大幅度撤
并了经济管理部门，并将其中一些条件成熟的
单位改革成了经济组织。

改革后，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
机构由 100个裁并调整为 61个。其中，部委由
52个裁并为42个；国务院各部门机关人员编制
由5万多名核减为3万多名。

1988年国务院再次进行了机构改革，此次
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强调政
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
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
职能。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
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改革采取了自上而下，
先中央政府后地方政府，分步实施的方式进行。

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 45个减为
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

1992年 10月份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
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
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适应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需要，就要相应

地进行有关方面
的调整，加

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改革政府机构，实行精
兵简政、提高效率。

1993年 3月份，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讨论
通过了机构改革方案，这是第一次在中央全会
上讨论通过机构改革方案。随后，八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分别对综合经济部门、专业经济部门、社会
管理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非常设机构提
出了改革要求。

经过调整，国务院组成部门由 42个调整为
41个，直属机构由 19个调整为 13个，办事机构
由9个调整为5个。同时，国务院的非常设机构
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裁减，由85个减少到26个。

在 1998年这个世纪之交重要关口，新一次
机构改革被提上日程。此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
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
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
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此次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较前几次改革有
了更大进展，最突出的体现是撤销了几乎所有
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如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
部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
中，这类部门的存在并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利于充分发挥企业
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因此，撤销这类部门使
得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得以
消除。

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
门由40个精简至29个。

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在这一背景
下，2003年 3月份启动的机构改革更加注重政
府职能的转变，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
全面发展，更加注重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此次改革的重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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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
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

这次机构改革，政府机构总体格局保持相

对稳定，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调
整为28个。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 30周年。这一年开
展的机构改革，主要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
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
门体制，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加强能源
环境管理机构，整合完善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
输行业管理体制，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
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

经过调整，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
院设置组成部门27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

2013年，国务院启动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七
次政府机构改革。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
中全会精神，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要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
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加快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

这次国务院机构
改革，重点围绕转变
职能和理顺职责关
系，稳步推进大部门

制改革，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
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
海洋、能源管理机构。

2013年机构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
务院组成部门减至25个。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机构和行政
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
2018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了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具体目标，改革开放后的第八次机构
改革拉开帷幕。

此次改革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
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
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深化转职能、转
方式、转作风，提高效率效能，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有力制度保障。

本次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
置组成部门为26个。部门组成更加科学化、规
范化。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回放

本报记者 刘 琪 吴晓璐

5月 1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揭
牌，标志着新一轮金融监管领域机构改革迈出
重要一步。而作为上一轮金融监管改革产物的
中国银保监会，也随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的揭牌成为历史。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从“一行
两会”迈入“一行一总局一会”新格局。

今年 3月份，我国金融监管迎来重大改革。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下称《方案》）中，关于金融监管框架的最
新调整部分格外引人注意，其中包括组建中央
金融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组
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指导金融系统党组织
的各项建设；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
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并统筹负责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新的中国金融监管框架彰显出党中央对金
融工作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力度和决心。

加强党中央
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最大政治优势。加强党
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亦是本次改革
的核心所在，尤其是在金融监管领域改革上，有
着充分体现。

《方案》提出，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加强
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负责金融
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
督促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
题等，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设立中
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作为中央金融委员会的
办事机构，列入党中央机构序列。

同时，《方案》明确，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
会。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指导金融系
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等，作为党中央派出机关，同中央
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不再保

留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成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标志着党中央对金融监管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
高，有利于金融监管工作的协调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金融体系越发庞
大，复杂性和创新性大大提高，金融监管协调工
作的复杂性与难度在全面提高。金融安全是国

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对金融安
全越来越重视和关注。”明明表示，新成立中央
金融委员会，有助于化解此前混业经营与分业
监管间的矛盾。

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看
来，金融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变化，是强化党对金
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现，也是建设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以及加快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的内在要求。通过加强金融一体化协
调，能够防止监管部门条块分割导致的监管真
空，杜绝监管套利，从而助力金融领域稳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金融更高质量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

“中国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
放过程中，按照改革开放的既定步伐，坚定不移
地深化改革、防控风险，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情况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之路。”中国人民
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委兼合作研究部主任、
研究员刘英表示。

“一行一总局一会”
构建金融监管新格局

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下，由人民银行执
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行使现代
中央银行职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行使
除证券行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和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职能；中国证监会负责资本市场监
管职能。

谈及“一行一总局一会”的金融监管新格
局，专家认为，这基本实现了金融监管全覆盖。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认为，金融监
管新格局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宏观调控与金融展
业监管的不同职责，填补此前跨部门监管空白，
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将加强，有利于鼓励居民
配置金融资产。同时，改革后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和中国证监会均属于国务院直属机构，
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有助于加强金融监
管职能。

《方案》提出，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强
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
持续监管，统筹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
风险管理和防范处置，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成立后，金融监管
整体上更加集中统一，能够最大化利用好监管
资源，更好理顺监管与市场的关系。”刘锋说。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
表示，本次改革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
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在很大程
度上实现了监管全覆盖。

“改革有助于将金融监管进一步落到实处，
更加系统地开展金融监管，使银行、信托、保险、
租赁等各领域监管更加协调、有机结合。”连平
认为，通过这次改革，在金融监管职能更加清晰
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
能监管、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更好地防范、
处置和化解系统性和局部性金融风险。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表示，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是金融监管模式
的一次重大改变，提升了现行金融监管部门的
合作，有利于金融业统一监管。

投资者保护力度
更上一层楼

随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正式挂牌，
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
管职责、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以及证监会
的投资者保护职责，也将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表示，数字经
济和金融科技在丰富金融产品、升级金融服务
的同时，也让一些隐藏的侵权行为更加难以防
范。将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统一纳入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有利于强化行为监管以及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这意味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
进一步优化，未来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将持续
提升。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成立后，投资者保
护力度也将更上一层楼。”桂浩明表示，新的金
融监管体系能够为维护我国金融运行稳定、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打击金融犯罪提供良好的基
础。同时，随着各项制度标准的统一制定和实
施，也有利于防范监管套利，形成良好的金融发
展环境。

在刘锋看来，下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协调配合。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亮相
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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