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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辦公廳

國務院

組成部門

．外交部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科學技術部（重新組建）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國家安全部 ．司法部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生態環境部 ．交通運輸部
．農業農村部 ．文化和旅遊部
．退役軍人事務部
．中國人民銀行
．國防部 ．教育部
．工業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民政部 ．財政部
．自然資源部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水利部 ．商務部
．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
．應急管理部 ．審計署

直屬機構

．海關總署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國家體育總局
．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
．國務院參事室
．國家稅務總局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國家統計局
．國家醫療保障局
．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
．國家信訪局（調整）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組建）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調整）
．國家知識產權局（調整）

辦事機構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國務院研究室

．新華通訊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氣象局
．中國科學院
．中國工程院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直屬事業單位

部委管理的國家局

．國家能源局 ．國家煙草專賣局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 ．中國民用航空局
．國家文物局 ．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
．國家外匯管理局 ．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
．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 ．國家移民管理局
．國家鐵路局 ．國家郵政局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國家礦山安全監察局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國家數據局（組建）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直屬特設機構

本 輪 改 革 後 國 務 院 組 織 機 構

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設置組成部門
仍為26個。根據國務院組織法規定，科學技術部、農
業農村部等國務院組成部門的調整和設置，由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審議批准。

來源：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議案及國務院網站

◆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

◆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

◆深化地方金融監管體制改革

◆中國證監會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統籌推進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改革

◆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體制

◆加強金融管理部門工作人員統一規
範管理

◆組建國家數據局

◆優化農業農村部職責

◆完善老齡工作體制

◆完善知識產權管理體制

◆國家信訪局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精簡中央國家機關人員編制

資料來源：新華社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要點

◆3月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 新華社

整合監管架構 防範金融風險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提交審議 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

◆受國務院委託，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
長肖捷作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
明。 新華社

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韓正、蔡奇、
丁薛祥、李希等出席會議。會議應出席代表

2,977人，出席2,943人，缺席34人，出席人數符合
法定人數。

證監會納國務院直屬機構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將在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
理委員會基礎上組建，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統一
負責除證券業之外的金融業監管，強化機構監管、
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統
籌負責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加強風險管理和防範
處置，依法查處違法違規行為。
此外，將中國人民銀行對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

團的日常監管職責、有關金融消費者保護職責，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投資者保護職責，劃入國
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成立
後，將不再保留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方案還提出，證監會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證

監會負責強化資本市場監管職責，劃入發改委的企
業債券發行審核職責，由證監會統一負責公司（企
業）債券發行審核工作。

人行將恢復31個省級分行
中國人民銀行將迎來又一次分支機構改革，撤銷大
區分行及分行營業管理部、總行直屬營業管理部和省
會城市中心支行，並恢復31個省級分行；不再保留
中國人民銀行縣（市）支行，相關職能上收至人民銀
行地（市）中心支行。實際上，在1998年之前，人
民銀行就是實行省分行制；1998年人民銀行管理體
制改革中，撤銷了32個省級分行，改為設立跨省分
行等。
目前金融監管的「一行兩會」架構，由人民銀行負
責貨幣政策和主要的宏觀審慎監管職責，銀保監會和
證監會則主要以誰發牌照、誰監管的分工模式對相關
領域進行微觀監管，銀保監會和證監會此前也各自設
立了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局和投資者權益保護局。但
是，隨着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業務更加複雜多元，
跨市場、跨部門的金融行為和產品日趨增多，對以機
構監管為主的監管模式帶來挑戰。在此背景下，時隔
五年再次對金融監管架構進行改革。

助降低國際監管協調成本
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長胡濱對此指出，目前金融監
管面臨的挑戰，一是金融風險中相當一部分具有跨
機構、跨部門和跨市場特徵，儘管國務院金融穩定
與發展委員會在監管協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
中央與地方監管部門之間、監管部門與貨幣財政之
間、地方監管部門與其他地方政府部門之間，仍有
協調不暢的問題待解決。二是金融科技廣泛應用、
大型金融科技平台興起等等，需要新的監管方式來
應對。三是金融消費者保護仍需加強，協調合作機
制需要健全。此次金融監管改革正是瞄準這些風險
挑戰，對金融監管架構進行整合。
有業內專家分析認為，此次金融領域機構改革，
將人民銀行對金控集團的日常監管職責、金融消費
者保護職責，以及原先中國證監會的相關投資者保
護職責，都劃入新組建的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
改革後，人民銀行的職責更加宏觀，投資者保護等
監管職責都集中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這可能
意味着，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將對所有金融機構
都有執法權，包括銀行、保險、證券、基金業等
等，基於投資者保護的職責進行統一監督管理。
分析指，此次機構改革對金融監管架構進行整

合，突出央行貨幣政策制定的定位，管宏觀，管政
策；各項微觀監管理順到新成立的國家金融監管總
局，並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進一步提高了監管權
威，更加高效，也與國際規則和最佳實踐更趨一
致，將有利於降低國際監管協調的成本，提高合作
效率。香港也將從中受益，並作為國際金融合作的
橋樑發揮更大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3

月7日下午，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

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受國務

院委託，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作

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此次提

交全國人大審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提

出13大項改革，其中金融領域涉及六大

項，是此次機構改革的重頭戲。根據該方

案，將成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統一

負責除證券業之外的金融業監管，並統籌

負責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業內人士認

為，相關改革與國際規則和最佳實踐更趨

一致，將有利於降低國際監管協調的成

本，提高合作效率。

北京專家受訪時指
出，提請全國人大審
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
方案是新一輪深化黨

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重點是金融
監管、科學技術、數據管理、鄉村振興、知識
產權、老齡工作等領域的機構職責優化和調
整，以順應現實發展和內外部環境的變化，為
事關國家安全和穩定的一些關鍵領域改革持續
深化、攻堅克難提供體制支撐和保障。此外，
按5%的比例精簡中央國家機關人員編制，比較
適度，有利於減員增效，降低政府運行成本，
料不會影響公務員隊伍的穩定性。

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唐任伍對香
港文匯報指出，改革開放以來至今的9次機構改
革都是在回應、解決中國發展中面臨的時代問

題。面對當前嚴峻複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
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本次機構改革關注
發展、安全、穩定等問題。此前二十屆二中全
會提出，本次改革要「突出重點行業和領域」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黨中央對科技工作
統一領導的體制」等，都在剛公布的國務院機
構改革方案中得到了體現。這次機構改革的原
則是優化、協同和高效，通過構建金融監管新
格局，重組科技部、調整一些副部級機構（如
組建國家數據局、把國家知識產權局和國家信
訪局這兩個部委管理的國家局調整為國務院直
屬機構）等，理順各部門、各單位職責，有利
於為經濟、社會、政治等領域改革持續深化、
攻堅克難提供體制支撐和保障。他說，按照公
布的方案，本次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
國務院設置組成部門仍為26個，比2018年的國

務院機構改革規模要小。按照總體設計，國務
院機構改革剛剛走出了第一步，之後還有黨政
群聯動以及地方層面的機構改革。

料不影響公務員隊伍穩定性
此外，根據方案，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人員

編制將統一按照5%的比例進行精簡，收回的編
制主要用於加強重點領域和重要工作。中共中
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王偉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在以往幾次機構改革
過程中，都有精簡機構、裁減人員、降低政府
成本的內容，力度最大一次的當屬1998年，人
員編制機關幹部編制減少了近50%。他認為，
裁員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提升行政效率，設定
精簡5%的比例比較適度，料不會影響公務員隊
伍的穩定性。◆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珏北京報道

專家解讀

部門職能設置入手瞄準深層科技體制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改
革方案的第一條，就是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可
以看出這次改革力度是較大的」，中國科學院科
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眭紀剛接受香港文匯報
採訪時表示，此前的科技體制改革更多是在機制
層面上的改革，而這次的改革方案，主要從部門
職能設置上進行改革，是瞄準了更深層次的科技
體制改革，從機構設置上解決新型舉國體制、優
化科技創新全鏈條管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等問
題，相信改革效果將更加明顯。
眭紀剛表示，此次機構改革方案中，明確將
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科學技術部高技術
研究發展中心劃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這一改革是與中國近年來重視基礎研究的導向
一致的。上述兩個機構分別承擔中央財政科技

計劃中有關資源、環境等領域的項目管理，以
及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基礎前沿類和重大共性關
鍵技術領域專項的科研管理，其職能都與自然
基金委關於基礎研究的主要職責密切相關。

利於科技成果轉化
「基礎研究不只是前沿科學領域的自由探

索，還包括任務導向的應用基礎研究。」眭紀
剛說，前述兩個中心所管理的科技計劃都有很
強的應用導向性，此次機構改革也是在加強任
務導向的基礎研究，這說明中國對基礎研究的
理解更加深刻，基礎研究的領域更加廣泛。
改革方案將科學技術部的組織擬訂高新技術

發展及產業化規劃和政策，指導國家自主創新
示範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科技園區

建設，指導科技服務業、技術市場、科技中介
組織發展等職責劃入工業和信息化部。眭紀剛
就此表示，此前國家科技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
就是促進科技經濟相結合，此次將高新技術園
區等職能劃歸工信部，從國家部門設置上解決
了科技與經濟相分離的問題，相信將有利於促
進科技成果轉化，也有利於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的實施。

改革方案還提出，要組建國家數據局。國
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在進行方案說明時
表示，當今社會，數字資源、數字經濟對經濟
社會發展具有基礎性作用，對於構建新發展格
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構築國家競爭新優
勢意義重大，必須加強對數據的管理、開發、
利用。

順應內外環境變化 護航關鍵領域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統籌
抓好以鄉村振興為重心的「三農」各項工
作，這次改革將把國家鄉村振興局的牽頭
開展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組織擬訂鄉村
振興重點幫扶縣和重點地區幫扶政策，組織
開展東西部協作、對口支援、社會幫扶，研
究提出中央財政銜接推進鄉村振興相關資金
分配建議方案並指導、監督資金使用，推動
鄉村幫扶產業發展，推動農村社會事業和公
共服務發展等職責劃入農業農村部，在農業
農村部加掛國家鄉村振興局牌子。不再保留
單設的國家鄉村振興局。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

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中國科學
院院士錢前代表說，此次改革突出重點領
域關鍵環節，將進一步理順工作機制、優
化職責，使工作運轉更加順暢，匯聚各方
力量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對「三農」領域
和整個國家發展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在完善老齡工作體制方面，改革方案顯

示，將把國家生健康委員會的組織擬訂
並協調落實應對人口老齡化政策措施、承
擔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的具體工作等職責
劃入民政部，強化其綜合協調、督促指
導、組織推進老齡事業發展職責。

優化農業農村部職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