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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系列丛书总序　　2011年初，温家宝总理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题词：“加强
行政管理研究，推动政府体制改革。
”在温总理题词精神的指引下，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系列丛书出版了。
这套系列丛书，收集了近些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行政管理和政府体制改革的部分成果，为进一
步落实温总理题词的精神，研究政府体制改革与管理创新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政府体制改革与管理创新是政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它贯穿于我国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主要包括职能转变、机构调整、法制建设、政务公开、绩效评估、行政问责、危机应对等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的不断
深化，政府体制改革与管理创新协调一致地同步推进，从而使政府体制及时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
观需要，逐步形成了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政府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进行的六次集中的政府体制改革，就是政府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与时俱进。
改革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核心，在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面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
原则进行了符合实际、卓有成效的创新；每一次集中改革既是上一次改革的延续和发展，又都紧紧抓
住影响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重点突破。
与六次集中的政府体制改革相衔接，还适时对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矛盾、新问题背后的体制机制进
行随机调整，把集中改革和经常性调整相结合，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既抓总体改革，又抓某一行业或某一系统的改革，并且把这些改革有机地衔接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
集中改革与专项改革、整体改革与局部改革、综合改革与行业改革有机衔接的链条，这就是我国政府
改革和创新的历史轨迹。
而在这些改革中，始终配套进行政府体制改革与管理创新，每一项改革都有政府体制改革相伴随，并
贯穿于整个改革和各方面改革的全过程，既将其作为各项改革的重要内容，又使它为各项改革提供有
力的组织保障。
通过不断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有效地改善了政府管理，推动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协调发展。
政府职能不断转变，机构设置日趋合理，工作责任更加明确，工作作风日益改进，工作效率不断提高
，政府的各项工作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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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大部制改革》对大部制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探讨。
《政府大部制改革》共分五章。
第一章“总论”，概括大部制改革的内涵和主要特征，阐述我国大部制改革的背景、内容和重点，提
出大部制改革的思路、策略和途径。
第二章“政府大部制改革探索”，对我国2008年以来大部制改革的进展、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评估，提出对策建议。
第三章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探索”，对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背景、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
第四章“政府人员规模”，对我国政府公务人员规模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考察分析和中外比较，提出规
模控制和结构调整建议。
第五章“国际经验借鉴”，梳理和介绍发达国家实行大部制的具体做法、特点规律与经验借鉴。
本书由沈荣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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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荣华，男，苏州市人。
现为苏州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行政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学科带头人，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批准号：06JZD0033）《地方政府改革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研究》首席专家。
兼任全国县级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全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
苏省行政法学会常务理事，以研究地方政府与法治政府见长。
近五年来，撰写了《现代行政法学》（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地方政府学》、《地方政府治
理》（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等专著，发展学术论文2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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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紧接着开始的市县乡机构改革中，中央财政拿出100亿元，用于妥善安排改革中的分流人员。
2003年改革，明确提出了要研究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做好机构变动部门和单位的干部人事、离退休
干部以及资产处置等工作。
长期以来，机关所属事业单位直接附属于行政机关，承担着不少行政管理职能。
在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同时，也对事业单位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1985年3月，进行了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从
事技术开发的研究机构有的逐步发展成为经济实体，有的在联合的基础上并入企业，有的自我发展为
科研生产型的企业。
同年4月，卫生事业单位开始进行以扩大卫生机构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5月，中央下发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意见》，
分别对教育事业单位和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作了部署。
1993一年，党中央印发的《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和《关于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明确
提出，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实行政事分开，推进事业单位的社会化。
1996年，中办、国办印发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强调，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
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文化事业单位改革
作出了全面部署。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2008年2月，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对现有事业单位分
类进行改革。
这些改革配套政策的出台，实现了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度的有机统一，确保了改革的稳步推进。
另外，政府组织机构和编制管理的法制化进程也有力地巩固了机构改革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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