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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的依托关系
3

———从地方统治走向地方治理的思考

吴志明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两面旗帜 ,根本目的都在于探索

构建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但在实践中 ,却困难重重。以“地方统治 ”为特征的传统行政环境是大部制改

革和政务中心建设在地方推行遭遇诸多困境的主要原因。应通过从“地方统治 ”走向“地方治理 ”的转变 ,使

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相互依托 ,从而优化部门结构 ,形成沟通顺畅、权责一致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这是构建地方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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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er m inistry system reform and adm inistration service building are two current flags of the government reform, which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rvice2oriented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 is the main reason of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local

adm inistrative reform. The change of localmanagement from local governance can make superm inistry system reform and adm inistrative

center construction support each other so that department structure can be op tim ized, smooth communication between departments can

be formed, the local management system with responsibility consistent with the rights can be reached, which is the realizing path to

construct local public service type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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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改革开放 30年来 ,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发生着

巨大的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 ,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

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

五次规模较大的革新。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郭

济主编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思路和重点 》一书中

做了详细的回顾与总结 ) [ 1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

出 :“加大结构整合力度 ,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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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门制 ,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大部制 ”的

提出掀起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第六次浪潮。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地方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治和政

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相对于中央层面的

治理变革 ,地方政府层面的治理和变革同样重要

(陈振明 , 2007)。[ 2 ]当中央政府第一轮的大部制改

革基本完成后 ,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多样

性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和地理联系更为密切 ”[ 3 ] (万

鹏飞 , 2005)的各个地方政府如何结合地方实际积

极实践和创新大部制 ,成为地方推进大部制改革并

取得成功的关键性问题。

大部制是指将职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门整合归

并为一个较大的部门 ,或者使其相同相近职能由一

个部门管理为主 ,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

政出多门、多头管理 ,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

成本的一种管理体制。这让我们联想到地方政府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走过了十几年的政府服务

中心。政务中心①就是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方便

广大群众和社会各团体办理咨询、审批、办证、监督

投诉等多种事务 ,将相关的政府服务部门整合归并

为一个较大的部门 ,形成“政务超市 ”。从实践操作

来看 ,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具有很多相同点 :首

先改革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都致力于构建公共服务

型政府 ;其次 ,两者都是规范行政管理体制的具体

手段 ;再次 ,改革的手段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都是一

个职能整合和组织优化的过程。

现实中 ,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困难重

重 ,尤其是地方政府 ,在推行的过程中往往陷入多

层困境。但是 ,政务中心的地方实践毕竟已经走过

了 10余年 ,并且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市、县 (市、

区 )都设置了政务中心 ,总体而言 ,各级政务中心设

立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对转变政府施政方

式、规范行政审批行为、预防审批腐败等都发挥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鉴于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

设操作实践的相似性 ,地方政府在大部制改革中如

何吸取借鉴政务中心建设的经验 ? 大部制改革和

政务中心建设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两个具体

手段 ,地方政府在推行的过程中如何把两者相互结

合 ,是否可以形成互动 ? 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两个

问题。

一、文献综述

由于政府和政治行政体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 ,政治和管理学领域关于政府及其

治理变革的研究向来都是主流话题。政府变革每

走出一小步 ,都会吸引学者的广泛关注。从 20世纪

90年代末政务中心实践的开始 ,到大部制改革的提

出 ,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过。从 CNKI

简单检索来看 ,政务中心的研究大概在 2000年兴

起 ,以“政务中心 ”、“政府服务中心 ”、“行政中心 ”

为主题词检索 ,检索到 2000年到 2009年的相关研

究论文超过 800篇 ;而“大部制 ”的研究在 2007年

兴起 ,以“大部制 ”为主题词检索 ,研究论文超过

300篇。

在文献的总结过程中 ,我们发现 ,研究最为集

中的是探讨政务中心建设和大部制改革出现的困

境、难点以及思考、出路。比如 ,姜晓萍 ( 2007 )在

《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障碍与对策思考 》一文

中指出政务中心的发展遇到“法律地位不清晰、职

能定位不明确、运行机制不完善、人力资源开发遇

难题 ”等困境 ; [ 4 ]吴爱明、孙垂江 ( 2004)在《我国公

共行政服务中心的困境与发展 》一文中提到由于缺

乏系统性制度变革的大环境 ,依靠行政命令推进发

展的公共行政服务中心 ,在发展和运行过程中也凸

显了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和深层次的制度性缺陷 ,

其中包括思想、制度、现实以及管理和监督困境 ;
[ 5 ]

江红义、陶欢英 (2007)在《行政服务中心 :绩效、困

境与走向 》一文中首先承认了地方政务中心建设在

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 ,同时也提出政务中

心建设无可回避地陷入了三大困境 :“普遍设立与

规范缺乏的矛盾、集中管理与部门审批的矛盾、站

内审批与站外审批的矛盾 ”;
[ 6 ] 艾医卫、颜道成

(2007)在《地方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成绩、问题和

对策 》一文中同样提到政务中心建设陷入“理论指

导滞后 ,思路不明确 ;服务功能不全 ,职能不明确 ;

法律支撑不力 ,体制不顺畅 ;部门利益驱动 ,行为不

规范 ; ”等发展困境。[ 7 ]

虽然大部制改革才刚刚起步 ,但是在其推进中

同样困难重重。汪玉凯 ( 2007)指出尽管国外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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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证中心、一站式服务中心、政府超市等。



制改革有比较成功的经验 ,但是究竟大部制改革在

我国现行的体制下是否有效 ,改革过程中会遇到哪

些阻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并指出大部制改革最

大的阻力来自于部门利益 ,能不能遏制住大部制改

革过程中的部门利益争夺成为改革成功的关键问

题 ;
[ 8 ]徐峰 (2008)也同样说到大部制改革最大的阻

力来自于部门利益 ;
[ 9 ]蔡恩泽 ( 2008)在其《大部制

改革有四难 》中指出大部制改革有权利整合难、人

员分流难、机制磨合难、运行监督难四大难题 ;
[ 10 ]周

志忍在其《“大部制 ”:难于承受之重 》一文中指出大

部制并不能解决“多门”和“部门 ”之间的矛盾 ,同时

大部制更有可能加剧执行和决策执行统一带来的

权力集中问题 ,大部制导致部门过大将不能得到有

效监督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11 ]

综上所述 ,政务中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改革思

路不清晰、职能定位不明确、法律规范不到位、实践

操作受限制 ;而大部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土壤

适应难、改革推进缺乏经验、决策执行过度统一、监

督难等。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所遇到的这

一系列困境 ,甚至和以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遇到

的“精简 ———膨胀 ———再精简 ———再膨胀 ”的难题

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本质上最大的阻力都是来自于

“部门利益 ”。各级政府在面对权力重组和角色转

化时 ,由于触及相关部门和官员利益 ,而不能得到

其及时有效的支持 ,导致行政改革的速度推进缓慢

或是“政府作秀 ”①现象的出现。由于地方大部制

改革将更多地关系到相关部门和官员利益 ,在缓慢

的推进中同样更有可能陷入“精简 ———再膨胀 ”的

怪圈 ,出现“开倒车 ”的现象 ,从而演变成为一场触

及不到体制性和实质性问题的形式主义变革 ,一场

“政府作秀”。

二、陷入地方统治的改革困境

每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 ,却有多个地方政

府。中央政府主导发起行政管理体制号令后 ,各地

方政府如何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积极地推广、实践、

创新它以及民众、社会各组织团体普遍认可程度 ,

都关系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能否最终

实现。相对于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而言 ,地方政府

更强调执行力。与中央政府相比 ,地方政府推行大

部制更具有迫切性 (徐继敏 , 2008)。[ 12 ]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与中央政府的改革同

步 ,地方政府的治理变革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实践和

探索的过程。经过多次改革 ,我国地方政府在转变

职能、理顺关系、调整机构设置及精简人员编制、减

少审批环节、简化办事程序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

步伐 ,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目前地方政府体制

改革仍未过大关 ,地方政府转型任重而道远 (陈振

明 2007)。[ 13 ]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 ,统治与被统治的

观念根深蒂固。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社会

的高度统治和中央集权 ,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对国家

和政府的神话 (曹现强 2007)。[ 14 ]地方政府的“地方

统治 ”观念是历史形成的产物 ,在现代公共民主的

社会中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地方政政府仍旧以

“地方统治 ”的角色姿态自居。地方统治导致部门

利益的集中是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陷入诸

多困境的主要原因。地方统治指的是地方政府以

“统治者 ”的姿态出现 ,并以“控制 ”的手段进行地方

管理 ,在地方民众和团体面前、在地方的经济社会

发展面前享有“至高无上 ”的权利。当地方政府在

地方发展中扮演“地方统治者 ”的角色时 ,地方政府

就成了地方利益和权力中心 ,在地方发展中集决

策、执行和监督于一体 ,拥有地方资源的配置权 ,把

地方政府各部门主导的部门利益凌驾于地方公共

利益之上 ,从而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

益集团化 ”的出现。因此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

设会困难重重 ,在部门利益的驱动下同样可能演变

成为一场触及不到体制性和实质性问题的形式主

义变革。

三、走向地方治理的视野

政府失效、市场失效以及全球治理等问题的出

现 ,使治理理论在国外行政改革实践中得以迅速兴

起。“更少的统治 ,更多的治理 (Less Government ,

More Governance) ”成为当前一些国家政府管理改

革和发展的口号。治理理论主张通过合作、协商、

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 ,实现对公共事

务的管理。其理论观点是 : ( 1)治理意味着管理主

体的变化 ,政府不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 ,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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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和私人机构也可以成为一定层面上的权力中

心 ; (2)公共产品的供应可以由私人部门和第三部

门承担 ,与政府部门相互依赖、互通资源、分担政府

的责任 ; (3)治理的目的是达到善治 ,实现管理者和

被管理者协调合作 (郭济 , 2007)。[ 1 ]

Bovaird和 Loffler ( 2003)对地方治理作了下列

定义 :地方治理是一套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

结构以及过程 ,它决定了个人与组织行使权力的方

式 ,此方式除了超越一般利害关系人所做出决策的

力量之外 ,也会影响个人或组织在地方层次上的福

利。[ 15 ]“地方治理是当今整个治理思想和多层治理

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文星 ,

2007) ”[ 16 ]
,它重新界定了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的关

系。为了回应日益增加的公共需求和民众民主参

与意识的提高 , 地方政府不再是“地方统治者 ”,在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地

方政府开始通过授权和分权将多元主体纳入地方

治理体系来。同时地方治理也意味着地方政府从

政府层级的垂直结构中抽身 ,确立自身相对独立的

地位与利益。

随着地方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意愿的增强 ,地方政

府也被迫改变传统的封闭官僚层级的“地方统治 ”形

象 ,结合市场和民间社群的力量来提供公共服务。

“它发生在地方 ,却又不仅仅限于地方的边界 ;它强调

以分权化为主导的地方权力和自主管理能力 ,但又倡

导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私企之间、政府组

织与公民社会之间广泛的合作与伙伴关系 (孙伯英 ,

2003)。”[ 17 ]我们将该演变过程称为“从地方统治走向

地方治理”(Leach R. , 2001) [ 18 ]。

“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

能 ,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科学决策、执行顺畅、

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是十七大报告对加快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模式。大部制

改革要求把职能交叉、重叠的行政资源合并重组 ,

避免多头管理和重复管理现象的出现 ,破解政府部

门争功诿过、争权卸责的现象。部门合并必然要求

进行官员的分流精简 ,甚至下放。同样地 ,政务中

心建设要求各部门下放一定的权力 ,以利于政务中

心的集中管理。地方政府要在这一总体要求和目

标模式下推进大部制改革和完善政务中心建设 ,摆

脱改革中陷入的种种困境 ,就必须转变政府姿态 ,

改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 ,从地方统治走向地方治

理。即要求地方政府由“掌舵 ”转向“划桨 ”,一方面

是在地方发展中改变“单一中心 ,政府绝对主权 ”的

地方统治状态 ,进入公共利益至上、多元主体参与

的地方治理轨道 ;另外 ,地方政府在推行大部制改

革和政务中心建设的过程中都应该具有地方特色 ,

不能整齐划一 ,一刀切 ,要结合地方特色以及各级

政府的角色和能力来安排改革。而这些都要求地

方政府各部门和官员积极配合 ,改变传统的地方政

府“全能角色 ”,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把相关

权利和利益让出来进行整合重组 ,服务于地方治

理 ;同时 ,地方政府需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职权 ,

从政府层级的垂直结构中抽身 ,确立自身相对独立

的地位与利益 ,最终进入地方治理的轨道模式。

行政环境是行政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外部

条件的总和 , 是各种直接或间接地作用和影响行政

活动的外部客观因素的总和。行政环境影响和制

约着行政管理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以及行政运行

机制、行政文化与行政效率等 (杨冠琼 , 2002)。[ 19 ]因

此在大部制改革的推进中和政务中心建设的完善

过程中 ,行政环境的建设是其成功的保障。

从地方统治走向地方治理为地方政府提出了

两点要求 :一是改变部门利益和官员利益至上的原

则 ,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 ,让地方多元主

体参与到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 ;二是要求地方

政府从传统的政府层级的垂直结构中抽身 ,确立自

身相对独立的地位与利益。如前所述 ,大部制和政

务中心在地方推广建设时所遇到的一系列困境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适合其生长的地方行政

环境。地方治理的这两点要求恰恰为地方政府行

政改革构建了这样的一个良好行政环境 :

———政府部门利益产生冲突时 ,以公共利益最

大化为准则 ;

———注重社会管理职能 ,形成上下互动式的

改革 ;

———合理划分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 ,强调地方

特色 ,因地制宜地推行改革 ;

———注重决策、执行、监督的适度分离 ,提高治

理效率和质量 ;

———以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最终目标。

现实中 ,地方政府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地方统治

的“王朝模式 ”,上述行政环境的形成在我国是一个

需要不断努力追求的目标。然而大部制改革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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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建设要取得突破 ,避免演变成为一场触及不

到体制性和实质性问题的形式主义变革 ,地方政府

又必须努力构建这样的行政环境。这包括两层涵

义 :一是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要取得突破就

必须具备上述的行政环境 ;二是地方政府推行大部

制改革和完善政务中心建设同时也是构建这一行

政环境的具体手段。

四、大部制改革与政务中心建设的依托

关系
地方政府建设政务中心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行

政审批流程中一个投资项目由多个部门分头审批

所造成的审批环节多、所需时间长、过程复杂的矛

盾 ,把涉及的审批部门集中起来 ,形成“一站式 ”集

中审批场所 ,以此提高效率、方便投资者 ,为招商引

资创造良好的行政环境。大部制改革同样也是把

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集中起来 ,由一个

大部门统一管理 ,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

政出多门 ,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和减少行政成本。大

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目的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 ,在地方推行中所遭遇到的一

系列困境的主要原因也具有统一性 ,并且改革的具

体手段和方法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政务中心建

设在地方摸索实践已经具有十几年的经验 ,但地方

大部制改革才刚刚开始 ,鉴于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

心的相似性 ,如何把两者依托起来 ,一同推进 ? 本

文认为应通过地方政府由“地方统治 ”走向“地方治

理”的角色转换 ,在努力构建和优化地方行政环境

的同时 ,模范引导、渐进推进、上下互动、分工合作 ,

把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相互依托起来 ,从而

优化部门结构 ,形成沟通顺畅、权责一致的地方行

政管理体制。

1. 模范引导

政务中心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出现以来 ,经

过了十几年的改革摸索 ,数量由少到多、功能由单

一到综合 (即不再是单纯办理行政审批 ,而是向综

合服务方向发展 ,为公民、企业提供各种类型的服

务 ,成了“政务超市 ”) ,使政务中心建设演变成为近

年来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目前 ,我国绝大多数地市、县 (市、区 )都设置了

政务中心。政务中心建设是地方政府为了加强地

方治理能力 ,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原则 ,为社会、为

公民有效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的有益探索 ,具体目的

是为了规范政府行为、推行政务公开、简化办事程

序、提高工作效率、加强监管力度 , 以更好地服务群

众。政务中心的积极作用已经被社会普遍认可 ,是

实践大部制改革的一个很好范例。

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中推行大部制改革 ,需要

广泛吸取政务中心建设经验。一方面依托地方治

理的行政环境优化 ,有条不紊地推行大部制改革 ;

另一方面通过大部制改革优化地方治理环境。地

方各级政府应该大胆实践创新 ,随行政环境、社会

环境、经济环境等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断优化大部制

改革的具体方法和策略 ,并且在一步一步的改革过

程中总结吸取经验教训。要把大部制改革作为地

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尽快构建适合地

方发展的行政管理模式 ,努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2. 渐进推进

政务中心建设是在地方政府摸索下渐进推开

的。从第一家政务中心的出现 ,到全国普遍建立和

被社会广泛认可 ,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改革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 ,不是简单的组织机构复制 ,而是要

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和改革的能力渐进式地推进。

中央发起大部制改革号令后 ,各地政府也不能进行

简单复制 ,一蹴而就。地方大部制改革要求改变传

统的组织机构和政府体制 ,而现行的地方政府体制

同样也是通过几十年演变而成的 ,承载着社会的传

统文化心理和社会习惯。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如果

快速地推行大部制改革、抽象地重塑地方政府的组

织结构 ,很容易忽略地方政府结构所赖以生存和运

行的社会习惯和社会心理。以为只要大部制一旦

确立 ,就能解决原有体制下的所有问题 ,这样快速

的改革不仅动摇了原有地方政府的根基 ,而且使新

建立的地方政府组织结构难以按预期目标运行 ,甚

至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中推行大部制改革 ,首先

要处理好与社会各主体的关系 ,比如与其他各级政

府和公共组织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改变地方统治的“全

能角色 ”,与社会多元主体建立信任、合作和互助关

系 ,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

成。同时 ,社会习惯和社会心理的改变也需要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地方大部制改革同样应该有

计划、有步骤、渐进式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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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下互动

我国大多数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是由中央

政府或省级政府发起的 ,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

战略。这种战略经常忽视地方社区的利益和偏好 ,

对地方自然、社会和历史环境的多样性视而不见 ,

将整齐划一的组织、模式推广到全国或是全省 (万

鹏飞 , 2005)。[ 3 ]然而政务中心建设更多的是一种自

下而上的地方政府改革尝试 ,是各地为了克服行政

审批无序、效率低下的毛病 ,为优化招商引资环境

而做出的一种行政审批制度的自发创新实践。自

1996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

来 ,这种“自下而上 ”的政务中心建设摸索一直阻力

重重。直到 2004年 ,随着中央审批制度改革的启动

和《行政许可法 》的颁布 ,政务中心建设才得到广泛

的推行。中央政府的改革是对地方政府所反映问

题的一种回应 ,改革的立法充分考虑到了地方意见

和要求。因此成功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是

采取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战略。从

上到下 ,中央政府确立基本的改革方针、模式和原

则等大的改革方向 ;从下到上 ,各级政府根据自身

特色在积极实践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大胆创新 ,不

断完善改革。

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中推进大部制改革 ,也

应该采取上下互动的战略模式。地方政府首先应

该熟悉中央政府设定的大部制改革基本框架 ,理

出改革的基本思路 ;同时又应该从传统的政府层

级垂直结构中抽身 ,确立自身相对独立的地位与

利益 ,并结合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地进行大胆的实

践创新。在改革的过程中 ,尤其应发挥“自下而

上 ”的力量 ,注重基层的实践经验 ,形成上下互动

式的改革。

4. 分工合作

地方政府建设政务中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方

便了社会公民、企业以及相关组织团体 ,但是政务

中心各个窗口的职能十分有限 ,其相应的职能部门

对其放权过少或是象征性地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项放进窗口 ,真正应该进入窗口服务的实质性审批

项目还是留在相应职能部门自己手中 ,使政务中心

成了“收发中心 ”,最后导致窗口没有实质权力 ,客

户来了也办不了事 (笔者曾在“走进政府 ”的主题社

会实践中以组长的身份带领四川大学 2005级行政

管理专业 7位同学走访了四川省政务中心和成都市

政务中心 ,期间与部门相关处长、窗口工作人员以

及前来办事的民众做了深入的交流 ,对此问题深有

感触 )。如何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

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 ,是地方政府推

行大部制改革中面临的重大难题。

地方政府在走向地方治理中推进大部制改

革 ,要把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 ,从而提高治理

效率和质量。鉴于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的

相似性 ,地方政府应该把政务中心和大部制改革

结合起来 ,大部制改革注重决策职能的整合 ,政务

中心建设注重服务职能的提供和监督职能的实

现。在推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 ,从地方政

府的职能特征出发 ,把相同或相似的决策职能整

合起来由一个“大部门 ”管理 ,并由其负责做出最

终“决策 ”,避免多头管理、权责不一致的现象出

现 ;同时把决策后细分的相关执行权下放到各个

“窗口 ”,即各个执行部门 ,统一整合到“综合服务

性的政务中心 ”,由政务中心管理执行 ,使政务中

心成为综合性的“政务执行中心 ”,这样既避免了

政出多门 ,又保证了权责一致 ;在监督环节上 ,一

方面“大部制 ”整合的决策部门和综合性的服务中

心相互监督制约 ,也就是执行权和决策权的相互

制约 ,另一方面综合性的政务中心直接面对社会

与公众和政府各部门 ,接受大众的广泛监督。地

方政府把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结合起来 ,

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 ,可以解决政务中心成为“收

发中心 ”的尴尬 ,同时又实现了决策、执行、监督的

“三权分立 ”,从而优化部门结构 ,形成沟通顺畅、

权责一致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更好地构建地方

公共服务型政府 ,服务于地方发展。

五、结语

在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要求多样化的面前 ,

地方政府要在地方发展过程中有所作为 ,必须实

现从“地方统治 ”走向“地方治理 ”的角色改变 ,由

“掌舵 ”转向“划桨 ”,通过授权和分权将多元主体

纳入地方治理体系来 ;同时地方政府又必须从政

府层级的垂直结构中抽身 ,确立自身相对独立的

地位与利益 ,因地制宜地探索有地方特色的地方

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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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作为当前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两大重

点 ,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只有在地方治理的

行政环境下才能取得突破 ;同时 ,也只有在构建公共

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模式下积极推进大部制改革和政

务中心建设才能优化地方治理环境 ,促进地方发展。

当然 ,大部制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并不是简单的合

并地方政府职能 ,而必须以信息、效率、合作、决策和

责任为标准 ,对地方各政府部门的职责重新分配 ,最

终目的都是构建地方公共服务型政府 ,从而更好地

服务于地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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