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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央机关精简工作论析

马 晓 东

〔摘要 〕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初期
，
中 国 从

“

大跃进
”

的热潮 陷人 了 经济 困境
，

不得 已进行 了大 规模 的 城镇人 口

精简 。 中央机关的精 简则 开其先 声
，
以

“

反官僚主 义
”

开始 的 精简在 巨大 的经济困 难面前逐渐让位于 以调整劳动

力 为 目 标
，
最后又与新开展的

“

五反
”

运 动合 流 。 在此过程 中
，

精简 的指标不 断调高
，

措施也更 加严厉 。
经过 艰

苦努力
，
中央机关 的 精简 任务最终完成 。 虽然 人员 的 精简 效果 明显

，

但机构 的精简却成效不大 。 精简过程 中 隐含

的政治与 经济 、 干部 与群众之间 的 冲 突
，

成为影响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中 国政治走 向的 重要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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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６０ 年代 初期
，

“

大跃进
”

引 发的危机难 的 角 度分析人 口 精 简？
；

孙东升 则更关注机构

逐 步显现 。 粮食短缺带来 的 大规模 经济 调精简 ，
指 出 了它所包含 的反对官僚 主义 、 探索机

整
，

导致了 ２６００ 万城镇人 口从城市迁往农村
，

相构改 革的 价值取 向 刘娟 也从新 制 度 主义的 角

伴而行的还有各级机关的精简 。 人 口精简
一直是精度 简述 了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初期 机关精 简 的 过程

，

简工作研究中 的重点
，

而机关精简则相对冷落 。 本并 比较了 它和 ５０ 年代机关精简之间 的不 同？ 。

文 以 中央机关精简为研究对象
，

进行深人考察
，

以显然
，

人口 的城 乡流动是学者们在研究精简工

便全面认识机关精简 的过程和特征
，

深化对精简工作时关注 的重点
，
而机关精简则关注不多 。 当然 ，

作的认识 。这与机关精简研究所需的资料和它所 占 的 工作比重

—

＇ 文 献 回顾与说明① 陈理
： 《６０ 年代初精减职工 、 动 员城市人 口 下乡 决

此上 由 ４ ４策的研究》
，

《当代中国史研究 》 １ ９９ ６ 年第 ６ 期 。

子木界对这
－

时期 的 城镇人 口 精 简 已 ａ有 很② 郑美霞
： 《试论 困难时期 的职工精 简与城镇居 民 压

多研 究 。 陈 理从决策 的 角 度分析 了 精 简 的 必要缩 》
，

《怀 化学院学报 》 ２ 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

性
，
详述 了精简的 过程

，
并提 出 了对未来发展值③ 陈建兰

： 《 １９ ６ １
—

１９６３ 年 中国 城镇人 口 精简浅析 》
，

得借 鉴 的 经验 ①
；
郑美霞 则 从 人 口 猛增 的 原 因 、《兰 州 学刊 》 ２〇〇６ 年第 ６ 期 。

应对之策 、 精简的 作用等角 度对精 简工 作进行 了④ 贺 永 泰
： 《

“

大精 简
”

的 历史 镜鉴 》 ， 《党 史 文苑 》

阐述 ②
． 陈 建 兰 从人 口 社会学的 列 文斯 坦 法则 出

２〇 １ ０ 年 ７ 月
（
上半 月

） 。

，
丨 —从人 ｆ ． 石 子 Ｊ Ｊ 又 ；Ｗ一 佐 人 』 力

⑤ 聂福 如
： 《
六 十 年代初 精减 职工 工作 的 经验 与 启

发
，

认 为此 次人 口 流动 的 主要特征是
“ 政 治 主示

》 ， 《
北 京党史 》

！ ９９８ 年第 ６ 期 。

导
”

和
“

逆 向迁移
”

，
并且 评估 了 它们 对人 口 迁⑥ 罗 平汉 ： 《 国 民经济调整 时期 的职 工精简 》 ， 《史学

移所产生的 不 同影 响③
；
贺 永泰从招工 、

城市化
、月 刊 》

２００７ 年第 ７ 期
；

罗平 汉
： 《三年困 难时期的

粮食 和体 制 的角 度分析 了 大精 简 的 教训 ④
；

聂 福大精减 》
，

《文史精华 》 ２ 〇〇３ 年总第 Ｉ ５ ５ 期 。

如 则 认为群众支持
、
领导有力

、
措施得 当 是精 简？

工作 成功 的原 因 ⑤
；

罗 平汉 对精简 工作 的研究 着
⑧ 主义 视角 研 究

力 最深
，

全面介绍 了 人 口精简 的历 史过 程
’
也 介

（
１９５４

—

１ ９６ ６ ）

——兼 论周恩 来 的政治 作用 》 ，
南

绍 了机关精简 的
一些 内容

，
但他 主要是从 经济 困开大学 ２０ １３ 年博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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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 但机关精简与人 口精简在时机 、
目标和过程义

”

运动紧缩机构 、 精简人员 、 健全工作制度 。 机

上并不
一样

，
值得深人 分析 。 在机关精简 中

，
各关精简正式成为

“

反官僚主义
”

的 任务
，
并且做出

地 大都是 以 中 央机关为榜样
，
深入 了 解 中 央 机关了安排

，

成立 了 中 央 国 家机关精 简 小组 。 ８ 月 ２

精 简 的 过程 和 方式 即 可 了解 各级机关 的 大致 情日
，
中 央批转 了四川 省委 《关于

“

五多
”

情况 的检

况 。 中 央机关精 简与城镇人 口精简 工作 的节奏相查报告 ＞ ，

正式将精简机构作为
“

反官僚主义
”

的

同
，
经历 了 两个阶段 ： 从 １ ９６ ０ 年 ７ 月 到 １ ９６ １ 年主要措施推广到全 国

，

“

鉴 于
‘

五多
’

现象与领导

底 是 以 劳动 力 调 整 为 目 标 的 第
一 阶段

；

从 １ ９６２机关的机构臃肿
、
人员 过多密切相关

，

因此
，

还必

年 初 的 七 千人 大会 到 精简 结束则 是 以
“

精兵 简须在 运动 中认真的 精简机构
，
紧缩编制

，
充实基

政
”

为 目 标 的 第 二阶 段 。 这两个 阶段 在 指导 方层 。 只有 这样才能有力 的 改进领导作风 和工作方

针
、
精 简 指标

、
措施 和效 果上

，
都有 一 定 的差法

” ①
。

异
，

下文将分别 阐述。此时
，

粮食危机已经逼近 。 ８ 月 １ ０ 日
，
中央

发布了 《关于全党动手 ，
大办农业

，
大办粮食 的指

二
＇劳动 力调整阶段的机关精简一

ｔ

疋 〉＞ ，
要求 “从各个方面实 彳了精简

”

，

“

切实整顿县

１ ９６０ 年初
，

“

大跃进
”

依旧轰轰烈烈
，

全国到社工业
，
精简人员

”

，

“

中央
、
省

、
专 、 县各级机关

处涌 动着大干快干社会主义的热潮 。 在这种乐观情和事业单位必须大刀 阔斧地精简
”

，

“

坚决从各方面

绪感染下开始的机关精简工作
，
也以大张旗鼓的形挤出 一切 可 以 挤 出 的 劳 动 力

，

充 实农业 战线
”

？
。

式展开 。 但突 如其来的经济 困难改变 了精简工作的 １ ４ 日
，

中 央又发 出 了
《
关于开展 以保粮

、
保钢 为

节奏
，
精简方针随之发生 了 变化 。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 ，

强调
“

很多行政机关

（

一

） 指导方针的转变 ：
从

“

反官僚主 义
”

到和企业管理机构过于臃肿庞大
，

必须在这次增产节

加强生产约运动中
，
坚决加 以精简

”

；

“

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增

１ ９６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中共中 央发出 了
《
关于反产节约

”

，
而且

“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

对官僚主 义 的指示 》 ，

正式 向各级党委提 出 了
“

反的恶劣作风
”

；
各级干部

“

要立即下去
，
亲临生产前

贪污
、
反浪费

、
反官僚主义

”

的任务
，

先后批转了线
”

，
官僚主义作风

“

必须立即坚决的加 以改变
”？

。

山东 、 吉林 、 广东 、
四川等省的

“

反官僚主义
”

报在经济困难的压力 下
，
调整劳动力

、
提高粮食生产

告
，
推 荐 了 河北 省 吴桥 县

“

二五 制
”

领导方法
，
也和 “反官僚主义

”
一样

，

成为机关精简的指导方

“

反官僚主 义
”

运动全面铺开 。 ５ 月 １ ４ 日
，
中央召针 。

集各部委
、
各单位 ７００ 多人开会

，
拉开了 中 央机关虽然机关精简 工作 在两大方针指导 下不 断推

“

反官僚主义
”

的 大幕 。
３０ 日 和 ３ １ 日

，
中 央先后进

， 但 中 央关 注 的 侧 重点依 旧 在
“

反 官僚主 义
”

批转 了第
一机械工业部党组和各 中央 机关党委 的上。 ９ 月 ３ 日

，

中央 国 家机关精简小组 向 中 央提交

“

反官僚主义
”

报告
，
督促各部 门尽快开展 。 通 观了

《关于 中 央各部 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

这一时期的
“

反官僚主义
”

，

主要 目标是反
“

五多
”

告》 ，

揭示了 中 央机关
“机构臃肿

、
人浮于事 、

组织

（

“会议多
，
联系群众少

；

文件 、 报表多
，
经验总结不纯 、 浪费人力

”

的 现象 。 报告强调
“

精简 工作是

少
；

人们蹲在机关多
，

认真调 查研究少
；
事务多

，从组织上 和制度上巩固
‘

反官僚主义
’

胜利成果的

学习少
；

一般号召多
，
细致地组织工作少

”

） ，
主要一个重要措施

”

，

“

反官僚主义
”

最重要 的 目 标是

的解决办法就是领导干部下乡
，
与群众同吃 同住同

“给全国树立
一

个 良好的风气
”

，
支援地方生产 、 补

劳动
，
密切与人民群众 的联系

，
最终 目标是转变工

作作风 。 虽然在
一机部的 报告 中 也提到 了 机关精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丨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一
Ｉ％６年 ５ 月 ）》

简
，
但这显然不是运动 的重点 。
。

第 社 ２〇 １

Ｌ

年版

＾
；４７７

ｆ
。

Ｂ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一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

首先将机关精简和
“

反官僚主义
”

联 系在一起帛 ３４ 册
，

Ａ民 出臟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５０８ 、 ５ １ ７ 页 。

的是中央 书记处 。 ７ 月 ４ 日
，

中央书记处 向 各 中央③ 《中共中央 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一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

机关发 出 通知
，
要求各部 门通过这次

“

反官僚主第 ３４ 册
，

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３ 年版
，
第 ５ ２９

－

５ ３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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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劳动力 则是转变作风附带产生 的结果？ 。 但在此 人员 的大幅增长
，

“

包括行政 和事业 编制在 内
，

一

时
，

“

反官僚 主义
”

运动 已经成强弩之末 ，
虽然年 机部有六万二千多人

，

中 国科学 院有 五万七 千多

底还开展了 农村的整风整社
，
但解决严重的粮食短 人

，
冶金 、

铁道 、 水利 电力 三部都是两 万五六千

缺 已经逐渐成为 中央工作的重心 ，
为解决粮食问题 人

”

，

“

据统计
，

中央
一

万人 以上的部 门 十二个 ”

，

而进行城镇人 口 精简成为 中 央的首要工作 。 精简 已
“这 十二个部 门共有二十九万八千一 百八十八人

”

。

经越 出 了机关指 向 了工厂 、 企业 ，
机关精简逐渐成 部门 内人员配置也不合理

，

“

管理人员 和 服务人员

为城镇人 口 精简的
一

部分 。 １ ９６ １ 年 ６ 月 １ ６ 日
，

中增长 比例过大
”

，

二者在行政部 门 中
“
一般地都在

央发布 了
《
关于减少城镇人 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百分之三十左右

，
个别单位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

。

的 九条办法》 ，
第七条即要求中 央各部 门立即提 交中 国 科学 院研 究 人 员 １ ９５７ 年 到 １ ９６０ 年 增 长 了

其在各地方的
“

直属企业 、 事业 、 学校 、 机关单位４０ ．８％
，
同期管理和 服务人员 则增长了２３７ ．６％ 。 此

的 精简计划
”

，

与各省
、
市

、 自 治区
“协 同配合进外

，

有部门 甚至不经上级机关的 同 意 ，

“

长期雇佣

行
，
并以各省

、
市 、 自 治区为主

”

，

“

中 央在北京的不在编制 的人员
”

，

他们为政府工作
，
却在政府监

直属 单位应该首先带头进行
”？

。 在该文件 中
，

机管之外
，

由 于不受上级限制
，
人员 增长更显随意

，

关精简 已经完全服务于生产 ，
强调的 是通过精简度仅此

一项就 “

有
一万五千余人

”？
。 整个 中 央机关

过粮食危机和经济困难
，

“

反官僚主义
”

已经完全人员 的增长情况参见表 １
， 其中 １ ９５７ 年 的人数是

从文件 中 消失
，

最终让位于 解决经 济 困难这
一 方当年机关精 简后的数据 。

针
。从表 １ 中可 以看 出

，
仅仅两年多 ， 中央机关的

（
二

） 精简指标的不断加码人员 已经膨胀 了５８％ 。 其 中
，
事业单位 的高速增

虽然精简的方针发生了变化
，
但机关精简却势长成为机构 膨胀的主力 ，

这也预示着 ， 事业单位将

在必行
，

因为
“

大跃进
”

已经使 中 央 机关过度膨是机构和人 员精简的重点 。
中央 国家机关精简小组

胀 。
首先是机构 的膨胀 。 机构数 目 大量增加

，

虽然在制 定了行政和事业单位精简指标后
，
还 以农林部

国务 院 的机构数 目 从 １ ９ ５８ 年的 ６ ８ 个减少到 １ ９６０门 为 例
，

强调要实现高指标 。 对 比精简指标和增长

年的 ６０ 个
，

但各部门 内 部机构却不减反增
，

“两年比例可以看 出
， 中央 国家机关精简小组力 图将行政

来
，

中央各部门 … …增加 了九十 九个司局 、

一百六部门总数压缩到 １ ９ ５７ 年 的水平以下
，

事业单位也

十八个科学研究机构
，
二十六个 勘察设计机构

”

，尽量压缩到 １ ９５７ 年以下
，
但还允许 了

一定增长余

内部机构的增加脱离 了上级领导机关 的监管
，
因而地

，

以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 （
主要是指科研机构 ） 。

也更加隐蔽 。 机构设置大量重复 ，

“对外贸 易部除１ ９６ １ 年 ６ 月
，

毛泽东建议将 中 央机 关的精简指标

了设有总管的进 口局 和出 口局以外
，
还设 了 四个地提高 到 ５ ０％

，

各地方也按照这
一

比例精简 。

区局和十六个总公 司管理同样 的业务
＂

，
尤其是科（三 ） 精简措施对症下药

研机构 ，

“

中 国 科学 院所 属 的冶 金 、 建筑 、 机械 、精简方针体现 了对机构膨胀问题的认识
，

进而

地质 、 药物 、 遗传等研究单位 ，
就和 国务 院各部门影响到 了 实现精简所应采取的措施 ，

这一方针 的改

同类性质的研究单位基本上是重 复 的
”

；

不仅在部变也将影响 到政策的变迁 。 在
“反官僚主义

”

为 主

门之间
，

甚至在部门 内部就有重 复设置
，

如果算上

高校和厂矿的研究机构 ，
重复现象更加严重 ；

机构① 《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一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层级不断加长
，
不仅有 四级

、
五级

，

“有些科学研第 ３ ５ 册
，
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３ １

－４０ 页 。

究单位甚至多到七 级
，

即
：
院 、 所 、

室 、 科 、
大② 《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 （

丨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 １％ ６ 年 ５ 月
）
》

组 、 小组 、
摊摊 ”

；

附属 机构显著增加
，

除了 科研第 ３ ７ 册 ’
人 民 出版社 ２〇ｎ 年版 ’ 第 ７３

＿７５ 页 。

机构 以外
，
文工团 、 体育 队 、

招待所 等也大量 增＠

（
１ ９５４

—

１ ９６６ ）

——兼 论周恩 来 的 政治 作用 》
，

南

加
，

“

印刷厂设的也很多
，

中央各部 门共有
一百一开大学 ２０ １ ３ 年博士论文

ｃ

十多个
”③

。④ 《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一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

其次是人员的膨胀 。 机构的膨胀必然会有工作第 ３ ５ 册
，
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３ １

－

４０ 页 。

—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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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央 机关 的人员 增长和精简指标同 下放人员 下去
”？

。
对 于工勤人员

，

“

主

Ａ碰

＇
精简指标

（

７
）要是下放到农村基层和中 央各部门直属 的

１ ９５ ７ 年
｜

１ ９６０ 年
｜

增长 比例 １９６０ 年
｜

１ ９ ６

＾

年
｜

１％ １ 年 厂矿企业单位
”？

’

与城镇职工精简一并处



（ｊｘ ）

＿ ＿

ｃ＾
Ａ ）

＿＿

（
％

）

——

ｍ
——

ｍ ）

 理 。 对于精 简 出 来的 干部
，

中 央组织部
行政部门５ ．４６． １１ ２％ １ ５％－２０％＞２０％／＾ａ一试 ，

ｎｃ ｒｌ＾ｍ



１ ９６ １ 年 ７ 月 在总 结前一段干部处理情况
事业单位

１ ９ ．８３３ ．９７ １％３０％－

５０％＞３ ５％／＿＿

“

 的 基础上
，

提出 了 以下安置意见
：

“去农
总数２５ ．３４０ ． １５８％／／５０％
— １１ 村基层工作和参加农业生产 ？ 服兵役 退

数据来源 ： 《 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 》 第 ３５ 册 ， 《关于 中 央各部 门机构编、＾
＇

ｎ
＇

ｆｆｔｌ情况和精简意见的 报告 》
，

第 ３ 丨

－

４〇 页
；

第 ３ ６ 册 ， 《各级机关应当 坚＊
职 、 退休 ’

长期供养和按病假处理
；

中央

精 简》
，

第
１ ７ ２

－

１ ７６ 页 。机关互相调整
”

，
并要求各个部门定期汇

报精简干部的 处理情况 ？
。 后两种安置办

导 、 合理调整劳动力方针的指导下 ，
机构膨胀的问法都针对特定对象

，
只涉及少数干部

；

大部分干部

题被归 结为
“

机构臃肿 、 人浮于事
、
组织不纯

、
浪 也跟工勤人员一样下放基层

，

只不过他们大多去充

费人力
”

，
因此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以下 四项

： 实基层领导
，
保 留 了干部身份 。

１％２ 年 ７ 月
，
组

１ ？机构精简 。 文工团 、 体育 队作为 中央机关的织部决定将这批下放人员 中 的编外干部
一律 由 省

、

附属机构
，
与机关的主业并没有太大关系

，
因此首 市

、
自 治区党委通盘考虑

，
负责处理 。 通过下放地

当其冲
，

遭到裁撤
，

“
一般应撤销或精简下放

，

今方
，

中 央机关有效实现 了精简 目 标 。

后不宜再办 ”

；

招待所是各个部 门地方与 中央交流３ ．强化编制 。 编制管理是控制机构设置和人员

办事的后勤机关 ，
不能完全裁撤

’

“

大的 可 以交北安置的强力 手段
，

因而也是实现精简 目 标的有效途

京市统一经营管理
，

小 的也要整顿
”

；

印 刷厂是各 径 。 中 央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 首先
，
将编制 的管

个部门 文件 、 报表的产生机关
，

随着精简工作的进 理权上收到 国务院
，

‘ ‘

今后不论行政或事业的机构

行
，

“

五多 ” 问题 的减少
，

所要 印刷 的 文件也会大 编制
，
都应报送国务院批准

，
在未经批准 以前 ，

不

幅下降
，

因此要
“

大加合并和整顿
”

；

“

副 食品生产 得增设机构
，

增加人员
”？

，

提高编制增加 的难度 。

基地
，
只 能设 置 必要 的 专 业生 产技 术 和 管理 人其次

，

尝试进行机关定编
，

‘ ‘

可 以考虑规定中央各

员
” ？

。 这些机 构 的精 简对机关职 能影响都不 大
， 部 门 的编制

，

在这次精 简 后
，

三五年 内
，

只 能减

因而易于处理 。 机构的精简 ，

以政法系统反应最为少
，
不能增 加

” ？
。 第三 ， 将编 制工作 的管理触角

迅速 。 １ ９６０ 年 １ ０ 月 ２ １ 日 上报了精 简方案
，

１ １ 月深人到 机关 内 部
， 合理安排

“

业 务 人员 、 行政人

１ １ 日 中央书记处做 出批示 。

“

公安部
、
最高人 民检员

、
服务人员和党 团专职干部

”

的 比例
，

以遏制非

察 院 、 最高人民法院三机关合署办公。 与之相关的
人 匕 、丄 丄 》 一 ， ＃ 、 ， ＾＿① 《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一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

Ｗ 务 ＆￡政 法办 Ａ 室也取 消 了 。 １ ９６ １ 年 ２ 月 ８ 日
，

第 ３７ 册
，

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７２

－

１ ７ ３ 页 。

国 豕建委 与计委 、 国务阮工交办公室与经委分别合② 《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一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

并 。 随着精简要求的提高
，

１９ ６ 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中第 ３７ 册 ， 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３ ８３

－

３ ８４ 页 。

央又要求限期停办 中央一级机关所属 的各种干部学③ 《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 （ Ｉ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一

Ｉ％６ 年 ５ 月 ） 》

校和干部训练班
，

学员 限期离校
，

以实现精简 的 目第 ３７ 册 ，
人 民 出版社 ２〇 丨 ３ 年版 ， 第 丨 ７４＿ １ ７５ 页 。

标②
。 赚计

，

到 １ ９６ １ 年 ６ 月
，

中 央机关共精简干④

ｉ

中共 年

：；

１ ９６

二
５ 月

） 》

第 ３７ 册 ， 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３９ 页 。

部 ４ ．９ 万人
，

工勤人贝 ３ ． １ 万人
，
干 部 占 了 精简人⑤ 《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一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

员的大多数？
。第 ３７ 册

，

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７４ 页 。

２
．
人员 安置。 机构精简必然带来多余人员

，

如⑥ 《中 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第 ９ 卷
，
文献选编

（
下 ） ，

何安置他们成为 问题 。 中央先确定 了安置精简人员中 共党史 出 版社 ２〇００ 年版
，
第 ７ ５６

＿

７ ５７ 页 。

的主管机关和原则
’

“

这次精简下来的人 员
，

建议⑦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
丨 ９４９ 年 １〇 月一 丨％６ 年 ５ 月

）
》

， ｎ＾＾？第 ３５ 册
，
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３ ８ 页 。

由 中央组织部统
－处理 。 要坚决把大多数人员下放⑧ 《中共中 央文件麵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Ｑ 月
—

丨■ 年 ５ 月
）
》

到基层
，

加强工农生产第一线
，

家属也必须坚决随第 ３５ 册
，
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７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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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人员 的快速膨胀。这样多
，

这对 当前 国 民经济 的 全面调整是很不利

４．纯洁组织 。
Ｉ ９６０ 年 ５ 月

，

中 央在下发 《关于的
，

对于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
，
而且助长 了官僚主

在农村开展
“

三反
”

运动的指示
》
中就提 出

，

“

在运义和分散主义
”？

。
１ ９ ６ 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
中央批转了

动 中
，
必然会揭发出 隐藏在我们干部队伍中 的地富中央 国家机关 精简小组 《

关于各级 国家机关 、
党

反坏和蜕化变质的分子 。 这些人都应该
一

律清除出派
、
人 民团体精简的建议 》 ，

目 标直指 国家机关中

去
，

已混入党 内 的应该清除 出 党 ，
罪行严重的应该的

“

机构庞杂
，
人 多政繁

”

问题
， 说

“

这种情况不

给以法律制裁
”

。 在这样的
“

反官僚主义
”

政治关切利于 国 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

不利于克服 当前 困难
，

之下
，
组织不纯也成为中央机关精简的着力点 。 中不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

”

，
精兵简政

“

必

央国家机关精简小组指出
，

有不少部 门
，
特别是出版须彻底实行

”？
。 虽 然机关精简 的 目 标还 是克服经

编辑和科学研究部 门 中人员 不纯 的情况相 当严重 。 济困难 ， 但是 中央开始有意识地将机关精简工作上

显然
，

这些人不会是 目 不识丁 的人民群众
，

就其所升到政治层面
，

试 图 以政治压力促使各级干部重视

处的 岗位来看 ， 他们大部分都是受过较高教育 的知精简工作 ，

“

反分散主义 、 反官僚主义
”

的政治 口

识分子。

“在这次精简中
，
要坚决贯彻加强领导

，
纯号又重新 回 到精简文件 当中 。

洁组织 ， 精干队伍的精神 。
……对于有政治历史问此时

，
中央高层在对经济方针和形势的认识上

题的 人员
，

应该认真摸底排队
，
坚决调离尖端 和要产生了分歧 。 ９ 月

，

中 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
重提

害部门 。

”？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再次受到冲阶级斗争
，
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 随着农村的

“

社

击
，
可能产生组织清理的扩大化 。会主义教育运动

”

、
城市的

“

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

（ 四 ） 精简结果初见成效（反对贪污盗窃 、 反对投机倒把 、
反对铺张浪费 、 反

经过将近一年的 时间
，
中 央机关的精简初见成对分散主义

、
反对官僚主义 ）

相继展开
，

口号式的政

效 。 中 央各部 门的司 局结构
，

撤销 、 合并 了８９ 个
，治压力最终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政治运动

，
精简工作不

精简 了１ ５％ 。 事业单位 （包括科学研究 、
勘察设计能不受到影响 。

到 １ ９６３ 年 ３ 月 ３ 日
，

中 央发布了

机构和 出版社 、
印刷厂

、
文工团等 ） 合并了１ １ １ 个

，《
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 的决定 》 ，

要

精简 了２６％ 。 机构精简也带动 了人员精简 目 标的实求尽快完成精简工作
，

以便于抓增产节约和
“

五反
”

现 。 中央机关精简顺利实现了１ ９６０ 年的精简 目 标
，运动

，

并调整职工工资 。 这样
，

政治运动最终成为推

行政 部 门人员 精简 了２４％
， 事业单 位人员 精 简 了进精简工作的一个动力 。

１ ５ 日
，
周恩来指出

，

“

精简

３７％
，
都超 额完成了 精简的 目 标 。 已 经精简 的人员扫尾工作必须与增产节约和

‘

五反
’

运动结合起来
；

中 ，
也有 ７ ８ ．８％进行了 合理安排 。精简必须与整顿经营管理结合起来

；
精简必须与反修

和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起来
；
精简必须与控制城市人

三 精兵简政过程 中 的机关 精简
日

、
全酿排麵力 嚇贿方针断触育结合

１ ９６２ 年 １ 月
，
中 央 召 开 了扩 大 的 工作 会 议起来

”？
。 虽然精简依旧与生产和经济调整密切相关

，

（七千人大会 ）
，

正式 向全 国提 出 了
“

精兵简政
”

的但附着在精简工作上的政治意义显著上升 ，
既有

“

五

任务 ，
从此开始了 中央机关的第二阶段精简 。 由 于反

”

，
又有反修

，
精简工作的政治压力陡升 。 机关精

上
一阶段对事业单位 的精 简已接近完成

，

这一阶段简再一次与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
，

甚至在方式上都与

的精简主要 围绕机关展开 。

（

一

） 指导方针 的转变
：

从解决经济 困难到与① 《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一

１ ９６ ６ 年 ５ 月
） 》

“

五反
”

运动合流第 ３４
册

，

人民 出版社 ２〇 １ ３ 年版
，
第 １Ｗ 页 。

虽然第
一

阶段 的机关精简很好地完成 了既定 目② 刘 少奇
： 《关于

“

精 兵 简政
”

问题 》 ， 《党 的 文献 》

标
， 但严峻的经济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 的转变 ，

城＾＾Ｈｎ，

③ 《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年 １０ 月

一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

镇人 口 精简还要继续
，
机关精简也再次启 动 。 七千第 ３９ 册

，

人民 出脈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００ 页 。

人大会上
，

刘少奇针对已 经精简过的 政府机关指④ 周恩 来
： 《关于 中 央精 简 工作 的报 告 》 ， 《党 的 文

出
，

“

机构这样庞大
，
这样重叠臃肿

，
非生产人员献 》 １

９９ ３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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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 央机关行政部门 编 制 数 目
？＂

Ｚ

？

３当期 编制数 ｜

拟新增 精简人数， 你 、

￣

实际精简 总数

￣￣

实际精 简
时间（

万人
）（

万 人 ）总精简指标
（％ ）（

万人
）比例

１９６０ ．９６ ． １０．９２
－

１ ．２３８１ ５％－

２０％／／

１９６ １ ． ６ （
４ ．９ ） ／ ／ １ ．５２４％

１９６２ ． １（４ ．８ ）１ ．０４０ ． ６％ １
．６２５％

１９６２ ．６４ ．２５／／２ ．４ ７３６ ．７％

１９６３ ．３４ ．５ ９０ ．４９３ １
．５％／／

数据来源
： 《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 》 第 ３ ５ 册 ， 《关于中 央各部门 机构编制情况 和精 简意 见的报告 》

，

第 ３ １
－Ｗ 页

；
第 ３６ 册 ，

《各级机关应 当坚决精简 》
，

第
１ ７ ２

－

１
７ ６ 页

；
第 ３ ９ 册

， 《关于各级国 家机关 、 党派
、
人民 团体精简 的建议 》

，

第
１０２

－

１ ０５ 页
；

第 ４２

册
， 《关于中 央国家机关 、 党派 、 人民 团体编制进

一

步精 简调整 的报告 》 ，
第 ５９ ３

－

５９ ６ 页 。 括号表示数据非原始数据 ，

而是从原

始数据推算 出来 的 ，
下文同 。

１ ９６０ 年有些相似
，
都要求

“

动员群众
”

。 这
一阶段中构设置 进行优化

，

在 继续 推进机 关精简 的 同 时
，

央机关的精简工作
，

主要是精简人员 的安置 。恢复一些 重 要的 机构 。 如统战 系 统的机构
，

“

均应

（
二

） 精简指标逐渐理性保留
，

编制 要精 干
”？

、

“

管理 民族工作的机构不要

虽然机关精简工作的方针再
一次从解决经济困取消

，

干 部不要精 简
”？

。 值得注意 的是
，

在精简

难摆向 了 配合政治运动
，
但 中央对此项工作的认识的 大 背景 下

，

政 府 部 门 的 数 量 却 在悄 然 膨 胀 。

却 更加务实 。 １ ９６ ２ 年 ２ 月
， 中 央决定进

一

步精简１ ９６２ 年 ，
国 务院就增加 了 民用航 空总局 、 全 国供

城镇人 口
，

“减人工作仍将是
一项艰 巨 的任务

，

因销合作总 社 、 国 家房产管理 局等三个 机构？
。 对

为有相 当数量 的容易减 的 已经减去 了
” ？

。 中 央在此
，
中央再次强调

，
要

“

适当裁并机构
”

，

“

机构

核实
、
确定 既往精简工作成效的 基础 上

，

总结 经设置应当 按照实际需 要
，

该撤销的 撤销
，

该合并

验
，
结合

“

精兵简政
”

，

新提出 了４０． ６％的 精简指的 合 并
”

，

“

各 部 门 的 专业 管理 局
，

必 须尽量 减

标 。 这既显示 出在经济形势压力 下
，
伤筋动骨式的少

”

，

试 图 减少 中 央机关 的 机构数 目 。 同 时
， 精

城镇人口精简也给 中央机关 的精简造成了压力 ，
迫简工作也深人到机构 内部

，

正式 提 出 了 内 部管理

使 中央不得不进
一步调高指标来应对

；

同时也显示问 题
，

一方 面要 求
“

彻底 减少组织 层次
”

，
对各

出
，

中央在机关精简中也更加理性 ，
不再盲 目追求级机构进 行明 确规定

，

“

部 、 委机关的 组织层次
，

高比例
，
而是更注重精简的现实性

，
因此这

一指标一般设三级 （
部

、
司 （局 ） 、 处 ） ，

国 务院直属机

在半年之后 就将近完成 （拟新增精简 指标是 １ 万构一般设两级 （局 、 处 （科 ） ）

”

；

另
一 方面要求

人
，
实际精 简人数 已经接近 ８７００ 人

，
参见表 ２ ） 。精简 政务

，

以 防止机构 反 弹
，

“

专业会议 、 机关

到 了１ ９６３ 年
，
虽然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 但 中央仍内部会议 和公 文 、 报 表必 须大量精 简

；

贯 彻集体

然决 定进 一 步精 简 机关
，
精 简 比 例 则 降低 到 了领导下的 分工负责制度

，

简化办事手续
”？

。

３ １ ． ５％。２ ．人 员精 简 。 与机构 精简 相似
，

中 央部门 的

（
三

）
精简措施进

一

步细化

随着精简对象指向 中 央机关本身 、
指＿＿帛 ３９ 册 ，

人民 出版社則 年 版 ， 第 ８３ 页 。

和难度的增大
，
这一 的机关精简 出现了反复 。 中②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
Ｉ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

Ｉ％６ 年 ５ 月
）》

央 的应对之策非常迅速
，
但是政策工具却显得捉襟见第 ４０ 册 ，

人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 版 ，
第 ３ １ ７ 页

。

肘
，

更多只是延续了上
一阶段的精简措施

，

主要还是③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一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

依靠行政手段和强化政治压力来推动精简工作 。第 ４〇
册

，

人民 出版社 ２ 〇 丨 ３ 年 版 ，
第 ３６９ 页 。

１ ． 机构精简 。
这 一阶段精简工 作开始时

，
中④ 刘 娟

： 《国 务 院机构 变 迁的 新 制 度 主 义 视 角 研究

、 ， 丄 ？ａａ 上“ 仏， ｍ ，
丄 ＋，
（

１ ９５４－ １ ９６６ ）

——兼论 周 恩 来 的 政 治作 用 》 ，
南

央机关 中 明 显多余 的机 构 （ 如 文工 团 、 体 育 队开 大学 ２０ １ ３ 年博 ：ｔ ｉ仑文

等 ）
已经 基本取 消

，
机构精 简 的 空 间 已 经不 大 。⑤ 《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０ 月一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

因 此
，

机构 精简 的 主要任务是对 已经精 简过 的机第 ４２ 册 ， 人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 版
，
第 ５９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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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也在精简 的 同时 出 现 了膨胀 。 对此
，

中 央从１ ９６２ 年 ２ 月 开始的精简
，

“

争取在上半年 内完成
”？

；

编制 、 人 员 、
安置等三个方 面采取措施

，
推动精而 ５ 月 份追加 的精 简任务

，

“

今年第 三季 度或 者

简工作 。 （
１ ） 强 化编制 管理 。 首先

，

统一机关工第 四季度行动
”
？

；１ ９６ ３ 年的机关精简
，

“

在 四 月 底

作人员 的 性质
，

“

国 家机关工作 人员
，

一律使用以 前完成
”

。 再次 ，
动 员 群众 。

１ ９６ ３ 年 的精 简工

行政 编制
，

由 行政经费开 支
，

既不要 占 用事业 、作
，

要 “充分发动群众
，

采取领导 和 群众相结合

企业单位 的编制
，
也不要用 事业 、

企业 的经 费开的办法进行
”？

，
把 中央精简小组 自 上而下 的压力

支
”

？
， 堵住 了 中央 机关通 过事业 、 企业编 制 的方和群众 自 下而上 的压力 结合起来

，

上压下挤
，
促

式变相增 加人员 的途径 。 其 次 ，
要求各级 编制 委使各个部门行 动起来 。

员 会建立严格 的 审批制 度
，

把行政编和事业 编统丨
四 ） 精简成效并不巩固

一管理
，
强化审批手续 ， 单位增加机构和人员 都１ ９６ ３ 年 ７ 月

，
城镇人 口 精简 工作宣布 完成 ，

“

必 须经 过编制委 员 会 审核
，

转报党委 和政府批中 央机关的精简工作也随之结束 。 通过表 ３ 可 以看

准
”？

。 中 央 机关的 编制 继 续 由 国务 院 全面控制 。出
，
中 央 机关 的人 员 实际 精 简 了 将 近 ４５％

，
在

（
２

） 以 编制控制 人员 增减 。 在严格编制管理 的 同１ ９６ １ 年精简 １ ／３ 的基础上又有 了 提高
，

几乎实现

时
，
中 央开始对各级机关进行总量控制

，
全面实了 毛泽东希望的 ５０％的 目 标 。 这个标准 由 于包含

施上一阶段提 出 的机关定编措施 。 中 央机关 的 总了事业单位的精简数据
，

因而高于机关 ３ １ ．６％的精

人数
，

１９ ６２ 年确定 为 ３
．

８ 万人
，

１ ９ ６３ 年在 各种 因简 目 标 。 不仅如此 ，
中央机关精简人员处理情况也

素 作用下
，

通过增 减指标
，
将总 人 数调 整 到 ４ ．６表明了精简 的成效 。 从表 ４ 可以看 出

，

将近 ９ ５％的

万人
，
设定 明确 的人员 上 限

；

同时
，

削 减 领导职精 简人员 已 经妥善安置
，

剩余的 ５％也有相应的 精

位
，
以职位控制 人员调整

；
继续调整 工勤人 员 比简办法。 从处理情况可 以看出

，

调往地方
、
调往京

例 ， 各部 委秘 书 、 行政人员
“

应 当减少到 百分之外 和 回 乡 成为精简人员 的主要方向
， 占 已 处理人员

二十 以 下
”

，

生 产基 地的 非专业人 员 只 能 占 １％ －的 ８ １％ 。 而对精简过程中以纯 洁组织 的名 义清理 出

１ ． ５％
？

。 （ ３ ） 加大对精简干部的 安排力 度 。 首先
，来 的政治历史不清楚 的人员

，
也按照不同的情况分

在 已 有 的 安置办法上 出 台 了＜
关于 国家机 关和企别进行了安置 。

业事 业单位精 简干 部 的 安 置处理 办 法 的 补 充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
，

机关精简虽然

定 》 ，

为安排 中 央 精 简 的 干 部提供 了 政 策 指导
；
在人员上取得明显成效

，
但在机构精简上却不那么

其次
，
继续通过下放基层参 加生产

、
动员 合乎条成功 。

还在精简工作宣布结束之前 的 １ ９６ ３ 年 ５ 月
，

件 的干部 离 职 （
离休 ） 、 需 要保 留但暂 时无法安

Ｓ 的 干部 可 以参 加学 习 、 设定荣誉职务安 置老Ｔ①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

部
、
对不 服从分配 的干部进 行处罚等措施

，

督促第 ３９ 册
，
人民 出版社 ２ ０ １３ 年版

，
第 １ ０４ 页 。

各部 门精 简干部 ， 中 央 国家机关精简小组在提交②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一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

的 精简报告中也提 出 了类似 的安置措施 。第 ３９ 册
，

人民 出 版社 ２〇 ］ ３ 年版
，
第 １ 〇２ 页 。

３ ．增加压力 。 首 先
，
中 央 明 确 了 机关精 简工③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 丨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一

Ｉ％６ 年 ５ 月 ） 》

＾１Ｍｎ 丄 丄第 ４２ 册 ， 人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５ ９５ 页 。

作的 Ｕ导 。
１ ９６０ 年 ｉ 来

：

中 央机关精 简 ？！１ 疋 由 中④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

央 国 家机关精简小组 负责 。 １ ９６２ 年 １ 月 ６ 日
，
周第 ４２ 册

，
人 民出 版社 ２０ １３ 年版

，
第 ５ ９６ 页 。

恩来指定杨 尚 昆负责机关精 简工作
，
中 央 机关精⑤ 中 共 中 央 文献 研 究 室主 编 ： 《周 恩来 年谱 》 （ 中

简工作
“

在 中 央 国 家机关精简小组 统
一 领导下

，卷
） ，
中央 文献出 版社 １ ９ ９７ 年版 ， 第 ４７

丨 、 ５４ ３ 页 。

由 各 口 负 责进行
”

，
并且 建立起 了从上 到下 的精⑥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

丨 ９４９ 年 丨 〇 月
一

Ｉ％６ 年 ５ 月 ） 》

简 小组机 制
，

‘ ‘

各部 门要组 成领导小组
，

专 门 负。

社 ２〇 １

ｉ

年版

‘

＾
１ 〇 １

ｆ
。

Ｂ

＿

⑦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一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 》

责精 简调 整工作
”？

。 周 恩 来也分 别 于 １ ９６ ２ 年 ４第 ４０ 册 ，
人民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２ １ ２ 页 。

月
、

１ ９６ ３ 年 ３ 月 两次召开 国 务院会议动 员 机关进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１ 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一

１
９ ６６ 年 ５

月
） 》

行精简？ 。 其次
，
设定精简工作时 间

，

限期 完成
。第 ４２ 册

，

人民 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５９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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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务院就增加 了第 四机械工业表 ３ 中央机关及其在京单位的 人 员 精简情况

部 、
国 家物资管理 总局 、 外文 ｜时间原有

（
万人

）
精简

（
万人

）比例

出版发行事业局 、 全 国物价委１ ９６ １ 年２４．０８ ．０３ ３％

员会和国 家编制委 员会等五个１ ９６３ 年２４．７１ １
．０４４ ．５％

机
，

①
〇６ 月 ２ ３ 日

，
中 央 同 思

表 ４ 中 央机 关及其在京单位的精简人 员 安置情况单位
：

万人

最 冋 人民 法ｋ 陝炅全 国法 阮系已处理 ：
１０ ．４５／９４ ．９％ ｜

未处理
：
０ ．５６ ／５ ． １％

统 的司法行政机构 在精简 的


调往地方３ ．６８退 休／职０．４３下放生 产０ ．２３干部０ ．４４

背景下
，

最高人民法院并不要
—  

回 乡 １ ．９６其他０ ．４学习深 造０ ． １ １工勤０ ． １ ２

求增加编制 ，
而是在现有编制

——

调｜件专
？

夕卜

中进行人员调整来建立各级司中央
２ ． ８４（

临
０ ．６ １ 去往 军队

（ｍ ／／

法 行政 机关
２）

。 到 了 １ ９６４ 年
，数据来源

： 《中共 中 央文件选集 》 ，
第 ４４ 册

， 《关 于 中 央
一级 机关及其在京单

仅国务院设置的工作部门 已达 位精 简人员 处理情况 的 报告 》
，

第 ３ １ １

－

３ １ ４ 页 。

７ ７ 个
，
比 １ ９５ ８ 年精简后多 了

１ ７ 个
，
比 １ ９６２ 年也多 了 １ ３ 个？

。 这种膨胀发生在始时的 精简干部转 移到年底 的精 简群众 （职工和

机构精 简仅仅
一

年多 以后 ， 并且经历了连番的
“

三城镇人 口
）

；

从政治导 向 （

“

三反
”

、

“

反 官僚主

反
”

、

“

五反
”

运动
，

可见机构膨胀的 冲动非 常大
，
义

”

） 逐 渐让位 于经济 导 向
，

最后 又与 政治运 动

即便是政治运动也无法压制 。合流 。 在这
一转变过程 中 ， 政治 导 向 都要求

“

发

ｍ＾动群 众 ”

，
大鸣 大放

，

客 观上形成 了 群众对领导
四

、 结论
（ 干部 ） 的 批 判

，
而经 济 导 向 又 使领 导 （干 部 ）

１ ９６０ 到 １ ９６３ 年
，
中 国经历 了从 “大跃进 ” 到掌握 了针对群众的 精简下 放的权 力

，
于是先有群

“

大调整
”

的急剧转变 。 在大调整 中
，

社会各个阶层众对干部 的鸣 放
，

接着是干部对群众的 精简
，

然

都做出 了重大牺牲
，

进行了艰难的精简
，

实现了经济后又 是对干部的 鸣放 。 这样 不断互相 斗 争
，

虽然

形势的好转 。 这
一大规模的城镇人 口 精简也给中华民实现 了精简 的 目 的

，
但在 彼此之间 却逐渐积 累 了

族留下了苦涩 的记忆
，

吸引着广大学者探讨其经验教大量 的 矛 盾 。 而精 简过 程 中
，

针 对职工
（ 群众 ）

训 。 中央机关的精简也是城镇人 口精简的
一部分 。 从和干部采取 的不同 安置措施则 表明 ，

二者之间 的

中可以看出
，
机关精简既是政治运动的

一部分
，

又以身 份 已 经 固 化
，
虽 然共 体时艰

，

殊途 同 归
（
下

政治运动产生的压力推动精简工作不断前进
；

精简指放 ） ，
但彼此之 间 的身 份 已 经很难 改变 。 矛 盾 的

标也从
“大跃进

”

狂澜 中的乐观回归到精简过程中 的累积 、 身份 的 固化既是宏 观层面政治形势与经济

谨慎 、 理性
；

而为了实现精简 目标 ，
可供中央选择的发展之 间彼此 冲突 的结果 ，

又加深 了二者之 间 的

方案却并不丰富
，

中央 只能在下放 、 退休 、
撤并机构裂痕

。

等少数几个方法上不断深化 、
细化

，

更多依靠政治压

力 和行政手段来达到精简 目标 。 这些手段虽然较快地（ 作 者单 位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国 际 关 系 学 院

实现 了机关精简 ，
扭转了经济形势

，
但毫无疑问 的北京 １ ０ ０ ８７ ２ ）

是
，

一

旦行政压力消 失
，
原本被压抑 的机关膨胀 冲

动就会迅速恢 复
，
再度膨胀 已经不可避免 。① 刘娟

： 《国 务 院机 构 变迁 的 新制 度 主义 视角 研 究

当我 们把机关 精简 和城镇人 口精 简结合在一（
１ ９５４— １ ９６６ ）

——兼论 周 恩 来 的政 治作 用 》 ，
南

起考察 的 时候就会发现
，

机关精简 的 展开几乎总大学 ２〇 ｌ ３ ＳＷ± ｉｆｅＸ 。

是先于人 □ 精简
，
并且随着人 □ 精简 目 标 的每－

② 《

：
共

ｔ

＊

ｍｉ

１ ９４９ 年

，”：
１％６ 年

＿第 ４ ３ 册
，

人 民出 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３６５

－

３６ ６ 页 。

次提升
，

机关精简 的指标也会水涨船高 。 但在这③ 刘娟
： 《 国 务 院机 构 变迁 的 新髓 主义 视角 研究

种过程 和指标 相似 的背后
，
却是精简工作起点和 （

１ ９ ５４— １ ９６６
）

—兼 论周恩 来 的 政治 作用 》 ， 南

重 点 的 微 妙转变
：

从 １ ９６０ 年 中 精 简工作 刚 刚 开开大学 ２０ １ ３ 年博士论文 。

北京党史 ．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期４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