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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三峡办主任为撤销三峡办拍手叫好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机构改革无疑是当下最受关注的

话题。

3

月

13

日上午

,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

国务院机

构改革方案也浮出水面。

三峡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

电站

,

又名三峡工程

,

而负责建设和管理以

及后期安置工作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在此次机构改革中被撤销。

3

月

13

日下午

,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召开的小组讨论会上， 全国政

协委员、 国务院三峡办主任聂卫国表示

坚决拥护撤销三峡办。

具体到改革方案， 关于三峡办是这

样表述的： 考虑到三峡主体工程建设任

务已经完成， 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

已经竣工， 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

会及其办公室、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

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并入水利部， 不再

保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

公室、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

及其办公室。

3

月

13

日下午，在政协中共界别小

组发言时，聂卫国表示，面对新时代、新

任务和新要求， 目前国家机构设置中尤

其是职能设置存在一些弊端， 此次机构

改革方案坚持了鲜明的问题导向， 抓住

了重点领域， 展现的是我党自我革命的

勇气和政治担当。

“实际上，撤销三峡办，我们内部早就

有思想准备，这次改革如果连三峡办都不

改，就没有什么需要改的了。 ”聂卫国说。

他的坦诚赢得了现场的笑声和赞许。

聂卫国所言非虚， 诚如机构改革方案

所言，三峡工程建设任务早在

2008

年就基

本完工转入运行，迄今已经

10

年了。

伴随一个世纪工程的完工，一个与之相

伴的机构也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不过，聂卫国说，三峡办在三峡工程建

设任务完成后，“并没有闲着， 还是干了些

事。”从

2010

年开始三峡库区后期规划，即

承接国务院的拨款， 解决包括三峡库区生

态、地质灾害和库区移民安稳致富等问题。

聂卫国坦言， 目前三峡主体工程已经

完成， 加之三峡后期规范实施也已经过半

了，“剩下的一部分职能， 确实可以并入水

利部继续实施。 ”

聂卫国还认为， 此次三峡办问题是机

构改革的一个缩影， 不少部门存在权责不

清、互相扯皮的现象。 “水利部认为三峡水

库是水库，应归水利部管理，而三峡办认为

三峡水库是三峡势力范围应该归三峡办

管，还在环保和地质灾害方面与环保部、国

土资源部存在相互扯皮现象。 ”聂卫国说，

并入水利部后将不会出现这些现象。

聂卫国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官员，他

认为，“一个小小的三峡办就有诸多与部委

管理部门之间的扯皮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

就更多了，影响着效率和民族复兴进程。 ”

谈到此轮改革体会， 聂卫国认为，机

构改革方案的系统性、 完整性都非常强。

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

前所未有。 聂卫国表示，改革很有必要，但

难度也不小， 涉及多方面利益调整。 作为

“末代三峡办主任”， 他将带领大家平稳过

渡，顺利并入水利部。

代表委员、财经大员热议机构改革：

彰显新发展理念 着力化解监管症结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昨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这被喻为“改

革开放近

40

年来历次机构改革中最有远

见和魄力的方案”， 仅正部级机构就减少

了

8

个，副部级机构减少了

7

个，改革的

力度之大，程度之深，让不少人惊叹。

这是一场来自政府层面的自我革

命，比如拟不再保留环境保护部，组建生

态环境部，彰显新发展理念；拟整合工

商、 质监、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主要职

责，组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拟将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等。不少政府官员、

两会代表委员认为，本次改革将化解分

业监管症结，避免监管真空，让市场更好

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避免因为职责

交叉、权力分散而造成扯皮推诿等老大

难问题。

财经大员表态

支持机构改革

此次机构改革中，财经领域最关注

的要数“银保合并”，新组合的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依照

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

业，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进

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

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 同时，将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

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

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这意味着运行长达

15

年的“一行三

会”模式也将从历史舞台谢幕，未来中国

金融监管体制将形成新的“一行两会”架

构，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保监会副主

席陈文辉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就表示，

会按照统一要求进行调整。

同时，此次还将改革国税地税征管

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

合并，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非税收

入征管等职责。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昨日指出，

税务机构改革的方案， 是一项利民、利

税、利企、利国的好方案，税务部门坚决

拥护，完全赞同。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

税务部门将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

下，在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

支持下，勇于担当，精准操作，确保改革

积极平稳扎实如期落地，努力做到事合、

人合、力合、心合，建设一支让党放心、让

人民群众满意的税务铁军。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也认为，本轮机

构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长期战略。

代表委员热议改革方案

除了政府官员的表态外，两会代表委

员们也热议了机构改革方案。

全国政协委员、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

昨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时表

示，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力度之大、涉及范

围之广、机构调整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是加

强党的领导，以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需要。 机构改革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要率先实现国家

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杨伟民还指出，国务院机构改革是全

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的

需要。 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多个领域的

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改革越深入越会

发现，改革的障碍很大程度上在于现行不

合理的机构设置，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

责脱节等问题突出，常常出现部门“打架”、

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

“现在一些部门机构之间，既存在越位

问题，做很多市场该做的事情；同时，也存

在严重的缺位问题，例如金融监管不到位、

市场监管不到位、环境保护不到位。 这就说

明当前的机构设置存在很多制度性漏洞，

必须通过深化改革，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杨

伟民说。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

长胡晓炼在小组讨论时也表示， 国务院机

构改革方案也在强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如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检

总局、国家药监局等职责合并，这将有利于

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 有效地集中政府职

能。 “作为市场主体，预计将来办事应该会

更加方便，不用再跑那么多政府部门。 ”胡

晓炼说。

此外，胡晓炼还表示，机构改革方案体

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如组建退

役军人事务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也

体现出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如在绿色发展、

美丽中国建设方面给予更强的体制机制保

障，组建自然资源部和组建生态环境部。

“今天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报告， 在场的人大代

表听到了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鼓了一次

掌，听到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并明确

其职责是关于组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监管医疗服务等，现场又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 这些都说明机构改革反映问题导向

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胡晓炼说。

全国人大代表、 湖北荆门市市长孙兵

指出，此次国家机构改革，涉及面宽，改革

力度大，丰富了国家治理的内涵和特色，必

将全面推进国家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鑫茂大厦南北楼：在改革中合手前行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外界期待已久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终于出炉， 位于北京金融街的鑫茂大

厦南北楼， 很快将会摘下各自门前的条

牌， 统一挂上一个新牌子———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1998 年 11 月 18

日成立的保监会和 2003 年 4 月 28 日成

立的银监会，再次相遇合手前行。

在机构改革方案靴子落地前， 坊间

就已“嗅到”银保合并的可能性。此前几

日， 就有不少人到银监会和保监会门前

留影纪念。如果把镜头拉长看，自从去年

4 月保监会原主席项俊波“落马” 之后，

这个位子在此后的 11 个月里一直空缺，

不禁引发外界对保监会可能改革的猜

想。 事实上，之所以会有这种猜想，实则

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呼声早已四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 物质匮乏百废待

兴，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实行金融大

一统， 中国人民银行既是管理金融的国

家机构，又是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

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

断推进，证券、保险、银行的发展开始起

步并逐渐壮大， 央行统管的模式难以兼

顾到各个领域的监管和发展，证券业、保

险业、 银行业的监管职能先后从央行剥

离， 自 2003 年银监会成立后，“一行三

会”的分业监管框架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近几年来，随着金融业综合化经

营的迅猛发展， 银证保三类金融机构所从

事的业务界限越发模糊，呈现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 的混业发展趋势。 分业监管

模式在此大环境下容易出现 “铁路警察，

各管一段” 的问题，各类金融机构通过钻

监管制度的空子进行套利， 影子银行业务

大行其道，不断积聚金融风险。

去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上， 金融机构改革和强化金融监管成为重

要议题，维护金融安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改变原有的

机构监管模式， 强化按经营业务性质来划

分监管对象的功能监管， 成为监管改革的

大趋势。 此次合并银监会、保监会，正是考

虑银行和保险机构监管理念的本质是一致

的，都是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金融监管。

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

鹤昨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称， 此次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 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

个部门统筹、 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

负责，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避免政出多

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

至于为何会将银行业、 保险业重要法

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

入央行，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前不久的记者

会上就已透露过，“去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

稳定与发展委员会，其办公室设在央行，这

表明央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

重要的作用” ，“其中一个作用就是， 金融

监管有一些规则和缺陷， 需要增强规则的

制定” 。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回

顾过往金融监管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金

融监管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要紧跟市

场发展的趋势不断调整监管框架。 深化机

构改革涉及部门和个人利益调整， 改革方

案的具体实施也富有挑战性。 如何稳妥处

理机构内部改革的人事调整， 创造富有效

率且适应金融市场发展需要的监管体制，

银监会与保监会的合并只是新一轮金融监

管改革的开始。 因此，鑫茂大厦南北楼“打

通” ，只是金融改革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