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

3月21日，《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方案》全文对外公布。

此前，方案中涉及国务院机
构改革的内容已由全国人大审议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也已公布。

出乎预料、前所未有、全面变
革、深刻重构……海内外对这次
机构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

党和国家机构大力度调整改
革，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历史担
当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谋远虑，
必将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根本保证和首
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
文件起草组组长

光明前景前所未有，艰巨挑
战前所未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的新任务，对加强党的领导和
形成科学有效的党和国家管理体
制提出迫切要求。

这是勇于担当、审时度势的
重大决策——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
保障。

“党政机构属于上层建筑，必
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经济不
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
不断改善，上层建筑就要适应新
的要求不断进行改革。”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

1981年以来，党中央部门进
行了4次改革，国务院机构进行了
7次改革，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
点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个过
程，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
逸。

步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
设置和职能配置同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还不完
全适应，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完全
适应。

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
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一
些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
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问题凸显，
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一些领域
中央和地方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
权责划分不尽合理……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果仍
然顺着既有思维考虑问题，觉得
保持现状挺好，不仅不能解决存
在的突出问题，而且可能会误事。

“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贯彻落实，
都要放到新时代背景下、站在更
高层次上来认识和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
责的态度，下定决心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这些

障碍和弊端，以适应党和国家事
业长远发展要求。

时移世易，变法宜矣。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提出，统筹党政群机构改
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
进，深化机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要
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
深化机构改革进行调研。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化
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考虑
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
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

2017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
文件起草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宣
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
治局会议的决定：十九届三中全会
专题研究深化机构改革问题。

党中央决定成立十九届三中
全会文件起草组，由习近平总书
记担任组长。相关文件起草工作
正式启动。

这是从制度上发挥党的领导
优势的重大部署——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
枝叶茂荣。

党的领导是我们制度最大的
优势。只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势
不可挡。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
会主义国家，要根据实际需要，自
觉进行机构调整和改革，以利于把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
挥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是贯穿这次改革全过程的政治主
题。

党的全面领导是具体的，不
是空洞的、抽象的。

“从机构设置上充分发挥党
领导一切工作的体制优势，提高
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
革的能力和定力，把党的领导贯
彻落实到党和国家机关履行职责
的各方面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要求。

这次改革始终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下进行，着眼于把党作为最高政
治领导力量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
制度化。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首先要加强党对涉及
全局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决定明确，强化党的组织在
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更好发
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统筹设置
党政机构，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
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这次改革优化党的组织、宣
传、统战、政法、机关党建、教育培
训等部门职责配置，加强归口协
调职能，统筹本系统本领域工作。

理顺党政机构关系，强化统
筹协调，增强党的领导力，提高政
府的执行力，打破所谓的党政界
限，建立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
的决策协调机制。

“把一些存在职能交叉、工作
重合的党中央和国务院部门合并
或合署办公，把一些工作归口由

党中央进行统筹协调，摆正和理
顺了党政关系，既有利于保证党
的重大决策集中高效，又有利于
政府工作方向正确。”全国人大代
表、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立说。

文件起草组工作人员介绍，
这次打破了以往机构改革大多局
限于政府机构改革的做法，既横
向统筹党政军群，又纵向统筹中
央地方乃至基层，充分发挥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并使其
进一步制度化。

这是积小胜为大胜、水到渠
成的改革举措——

这次深化机构改革并不是突
如其来，而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一系列重要突
破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以贯之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结果。

高举改革大旗，破解时代课
题，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始
终坚持的重要方法论。

2012年12月，习近平担任总
书记后首赴地方考察，便来到改
革开放前沿广东，发出了深化改
革开放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既挂帅又
出征。十八届中央深改领导小组
先后召开38次会议，出台1500多
项改革举措。

一些长期以来积弊甚深的领
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铁腕推动纪律检查体制改
革，构筑“不能腐”的制度体系，党
风政风焕然一新；大刀阔斧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人民军队浴火

重生征途如虹；力克“机关化、行
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倾向，群团
工作开创新局面……

人们强烈感受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的坚定决心，大大增强了对党
和国家发展前途的信心。

一系列改革的推进，已经广
泛涉及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
次深化机构改革，是积小成为大
成的必然结果。

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不懈
努力，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得到
切实加强，各地区各部门“四个意
识”明显增强，全面深化改革蹄疾
步稳推进，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
架基本确立，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机
构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要
抓住有利时机，下决心解决一批
突出矛盾和问题。

2018年2月26日至28日，党
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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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把《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
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中全
会聚焦改革形成惯例。与以往主
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不同，十九
届三中全会聚焦深化机构改革。
这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定》管大方向，《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方案》管具体施工。

“看到这次改革方案，力度之
大超出预料，有些过去有共识但
没做成，有些过去想到了但做不
成。”一位东部省份的省委书记感
叹，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魄力、勇气、担当。

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
必将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

一个指向愈发鲜明——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
为了人民也来自人民，文件起草
过程中积极回应人民期待、广泛
征求各方意见、借鉴吸纳基层有
益探索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来自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秉承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彰显以人民
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

改革为了人民，老百姓关心什
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什么、推
进什么——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机构职能体系
必须适应人民新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改革
要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
民心所向，充分回应人民期待。

决定和方案把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充分
体现在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中。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民心
声是改革所向。

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最盼最
急最忧的突出问题，着力维护人
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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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