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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副局扎堆”背后的大部制改革
一个局出现十几个副局长，目前编制超出广东省初定方案；当地或将推“公务员聘任制”

公务员聘任制的试点
范围也需不断扩大。这一
创新的推行，将彻底解决
公务员能上不能下，能进
不能出的问题。

——佛山市编办行政机构
编制科科长蔡国雄

在佛山大部制改革中，
禅城区市场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下称“市场安全局”）是
变动最多的部门，两年内，该
局经历了合合分分。

2010 年 6 月，该局由禅
城区安监局和另 6 个局的
市场监管部门合并成立，拥
有 11 个副局长。合并后，
原禅城区安监局局长苗晶
慰担任“市场安全局”的副
局长。

今年 3 月 15 日，被媒体
曝光的“11 个副局长”，指
的 是 两 个 副 局 长（分管安
监和市场监管）和 9 个局务
委 员（包括纪检组长和副
组长）。

“局务委员”是顺德大部
制改革中创造的一个新名
词，《公务员法》里并无此序
列，这是为原各局的副局长
安置去处所设，按照设计，局
务委员仍是领导班子成员，
享受原级别待遇。

苗说，合并后出现 11 名
局领导“并不奇怪”，因为大
局成立后，并入的新部门较
多，农业局和旅游局分别调
来一名“局务委员”，文化局
调来两名“局务委员”。

“就工作量而言，减少部
分局务委员也可以承担。”原
市场安全局的一名工作人员
称。此外，他还认为，分工
中，由一名原负责体育领域
的“局务委员”管酒类和屠宰
监管，“不够专业”。

大部门的融合
与“不兼容”

合并后，各条块之
间有所融合，但仍处于

“各自一摊”的境地

“设计的初衷是好的，可
以充分利用执法力量，资源
整合。”3 月 27 日，上述禅城
区市场安全局的工作人员
说，合并后，局里下设的三个

执法大队之间交流较多，加
上综合执法，领导在一起办
公，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政
成本。

不过，合并后也有现实
的问题。“各执法领域都有较
强的专业性，比如查安全生
产的队员，面对屠宰场的动
物根本手足无措。”该工作人
员说。

对此，佛山市编办行政
机构编制科科长蔡国雄也承
认，合并后许多单位都有综
合执法队，但因为行政法在
执法程序上的限制以及专业
不同，执法者在跨领域执法
时十分不安。“综合执法没有
相关法律的支持，真打起行
政官司，政府很难赢。”

今年 2 月，新合并的“市
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又
一分为二，分成市场监管局
和安全生产监督局。

苗晶慰起草了新安全生
产监督局的编制方案，暂定
为一名副局长，三名“局务委
员”。正局长仍由原大局正
局长兼任。“领导多了，干活
的人就少。我觉得一正三副
就够了。”苗说。

其余的 7 名副局长和局
务委员留在区市场监管局。

合并之后，类似的融合
与“不兼容”，也出现在其他
的局。比如，现在的禅城区
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由原禅
城区国土资源局、水务局等
局合并而成。

禅城区国土城建和水
务 局 一 位 副 局 长 说 ，合 并
后，各条块之间有所融合，
但仍处于“各自一摊”的境
地。采访中，该副局长甚至
对全局现有多少个局领导
都说不清。

编制数量超省
初定方案

19 名 副 局 长 的 大
局，广东省初定的方案

是“一正五副八局务”，
超出了6位

一个局究竟设置几个副
局长合适？现在一个局里出
现十几名副局长又是谁定的？

大部制改革前，各局的
领 导 编 制 基 本 是“ 一 正 三
副”、“一正四副”、“一正五
副”。3 月 28 日，佛山市禅城
区委组织部行政机构编制科
何科长说，究竟定几个副局
长，是综合考虑机构大小和
任务量决定的，多年来，人员
一般都“各司其位”。

2010 年，佛山推行大部
制改革。广东省编办提出了
一个方案：将原来的领导编
制变为“一正三副五局务”，

“一正四副六局务”、“一正五
副八局务”。因为局长往往
兼任区领导，在区里办公，局
里的工作主要靠副局长和局
务委员合作承担。

“省里的方案认为局务
委员是副局长的1.5倍，这样
比较好合作。”何科长说。

不过，该方案遭到佛山
市、区编办的反对，他们要求
按局领导实际数量制定编
制，而非先限制领导数量。

“如果局领导多了几个，你说
让谁下？谁来做这个决定？”
何科长说。

最终，广东省编办同意
了佛山当地的意见，按现有
的领导编制数制定了新的编
制方案，没有撤一位官员。

所以，“很多局的编制都

超过省定方案的数量。”何
说，比如有 19 名副局长（含
局务等）的大局，广东省定的
方案是“一正五副八局务”，
超出了6位。

虽然没有撤官员，但根
据大部制改革要求，佛山市
要尽量贴近省里提出的方
案，逐步精简超过省定方案
的官员。

目前，全市局领导干部
已减员一成多，主要是对超
编的局进行再精简，合乎省
定方案的局并未精简。

省定方案中的官员数量
是否还可以精简？何科长
说，肯定还有减员空间，但

“三定方案（定机构、定职能、
定编制）”一旦确定，编制在
一届政府内就会稳定存在。

目前，佛山大部制改革
的“三定方案”是 2010 年确
定的，暂时不会改变。不过，
可以预见，随着改革深入，新
方案提出后，官员数量肯定
还会减少。

“庙已拆掉，下
一步赶和尚”

今后通过“自然减
员”，领导数量还将继续
下降。岗位空缺后，就
不再保留

“副局长扎堆是大部制
缩减行政机构的直接产物。”
3 月 21 日，佛山市委组织部

调研科科长廖义斌说，“41
个机构缩到 16 个，差不多三
四个机构组建一个新局。副
区长任局长，原来的局长、副
局长成为新局的副局长和局
务委员，做做加法，就知道人
数不会少”。

佛山大部制改革是在顺
德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
2010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

顺德大部制改革时，曾
提出“不裁撤一个人，不降一
个官。”设置“局务委员”，局
领导都予以保留。后来，佛
山也借鉴此经验。

这一设计初衷是为了减
少改革阻力，使领导干部更
容易接受改革。佛山编办蔡
国雄说，“改革的顺利推进有
赖两种力量：加大动力和减
少阻力。设置局务委员，使
职务平稳过渡，有助于减少
阻力。”

不过，因为“局务委员”
这个称呼过于生僻，各区的

“局务委员”对外统称“副局
长”，“副局长”对外统称“常
务副局长”。

“这并非简单的机构冗
员问题，而是大部制改革过
渡时期的做法。”蔡国雄说，
从全市来看，各区的局领导
职数总量比改革前减少了一
成以上，主要是调离和退休，
个别是由于离职。

今后通过“自然减员”，
领导数量还将继续下降。蔡
国雄说，岗位空缺后，就不再
保留。

不过，“目前领导数量
仍然较多。”蔡国雄说，根
本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 需 要
通 过 深 化 政 府 职 能 转 变 ，
以及组织人事制度等配套
改 革 逐 步 优 化 。”但 他 没
有透露具体减员的目标和
时间表。

佛山市人事系统的一名
公务员说：“大部制合并后，
领导人数肯定会逐步减少。
庙已经拆掉，下一步赶和尚
就容易了。”

扩大“公务员聘
任制”试点

更多公务员可以通
过职级的不断提高，获
得更好的工资待遇

3月26日，广东社会管理
创新论坛在顺德举行，多位专
家到会讨论大部制改革。

对“一个局十几个副局
长”的现象，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
理解，他认为：“改革一定要在
现有的机构、现有的基础上进
行，否则阻力会非常大。”

蔡国雄说，要解决公务
员冗员等问题，需要“继续深
化大部制改革”。

其中，人事制度方面需
要创新。探索干部职级与职
务分离的制度，实行工资待
遇和职级挂钩，探索建立公
务员职位分类管理制度。

“这方面的改革，深圳正
在搞试点。这样，公务员不
用只奔着升职务这一条窄
路，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职级
的不断提高，获得更好的工
资待遇。”蔡国雄说。

此 外 ，公 务 员 聘 任 制
（2005 年颁布的《公务员法》
首次规定了公务员管理引入
聘任制，目前在深圳和上海
浦东开展试点）的试点范围
也需不断扩大。蔡国雄认
为，这一创新的推行，将彻底
解决公务员能上不能下，能
进不能出的问题。

除了人事制度，还要推
动政府管理权限向社会成熟
组织转移，减少和规范行政
审批事项，“将部分审批事项
外包”等。

“作为当事人，从感性
上，改革的过程是痛苦的；但
是从理性上，我们都支持改
革的深化。”禅城区原规划局
一名工作人员说，“因为只有
改革才能更好地解决目前的
问题。”

广 东
省 佛 山 市
高 明 区 政
府网 3 月 9
日 发 布 的
一 条 人 事
任 免 通 知

引起网友关注。
通知上，10名公务员被任

命为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务
副局长或副局长，另4名被任命
为该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此前，两局刚从新合并的
市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分离。

这一拥有 14 名副局长的
单位成为“佛山最牛的局”。

从网上公开的任免信息可
以看到，在佛山市，其他区许多
局都拥有十余个局领导。

对此，佛山市编办的负责
人解释说，这是实行大部制改
革“过渡时期的产物”。

□本报记者 孔璞 佛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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