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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新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根据中央具体要求落实权力清单制度,已经可以初步实现行政权公开与透明化运行目

标。为能实现权力清单制度有效、稳定运行,就必须要制定相应的监督责任机制。然而如今权力清单制度责任监督机制仍然

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公开度不够、责任清单未能实时跟进等。基于此,根据权力清单制度责任监督机制问题,制定有针对性、

有目标性的解决策略,对深化地方政府行政权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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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分析,权力主要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

而权力清单制度涉及的“权力”指的是以政府作为代表的行

政主体所履行的行政权。基于新时代环境下,社会关系变得

异常复杂,衍生了许多全新的行政法律关系,尤其是社会管

理与组织行政权呈现一种扩张态势。如果不能将其引入法治

轨道,那么就有可能对社会公众利益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权力清单制度指的是以行政公开作为基本原则、实现行政权

的公开化、透明化运行,切实保证社会公众权益的一种制度。

而权力清单制度的有效、充分落实,离不开其责任监督机制,

所以必须优化与完善权力清单制度责任监督机制。 

1 权力清单制度责任监督机制面临的问题 

1.1 责任清单未能同步跟进 

未能同步跟进、产生制度性的问责机制,仍然是由地方

政府部门一把手直接决定追责权力主导下的追求,从而造成

制度失去正当性。此种情况下,权力追责制度关于程序的界

定是比较模糊的,大多是地方政府部门一把手根据形势进行

判断,关于责任的追究并非是按照违反权力清单进行责任追

究,而是根据媒体报道情况、社会关注度等进行责任追究,

具有比较大的随意性[1]。所以责任清单的制定能够保证将责

任追究到底,实现问责有法可依。 

1.2 责任监督机制的社会公开度不足 

权力清单制度的根本性目的是使社会公众能够看到权

力具体运行的所有过程,所以其责任监督机制也应该侧重于

行政主体对社会公众意见的回应。然而现阶段,权力清单制

度责任监督机制大多实行的为行政系统内部相应监督问责

形式,而社会大众基本是通过“微博”等进行监督,这些都属

于碎片式监督,并没有形成系统性、强有力、有效的权力监

督[2]。由于公众缺乏有效的参与,这种相对封闭的责任监督

机制不仅给具体的责任监督机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

且往往导致责任对象的不透明度和责任监督机制的社会认

同度低。 

1.3 权力清单制度监督缺少事前和过程监督 

监督是一项十分复杂、繁琐的工作,必须要贯穿于权力

清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之中,也就是促进事前监督、事中

监督以及事后监督的有效融合。同时,在权力清单制度实践

运行之中也要加强事后监督工作中的查错与纠偏。若是出现

问题,那么就可能引发随意行使权力的严重现象。为能避免

权力清单制度监督存在片面化,就必须加大事前、事中以及

事后监督力度,将所有问题扼杀于摇篮之中。 

2 优化与完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责任监督机制 

2.1 养成依法善治的新思维 

优化权力清单制度责任监督机制,必须要先更新思想。

事实上,行政权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而权力清单制度的基

本目的就是突破此想法、观念。要想实现行政权的有效监督,

就需要地方政府及时的将管理理念转化为服务理念。不管是

难办事或者是不办事,皆是因为传统管理理念的深远影响。

权力清单制度责任监督机制能够使地方政府明确自己的角

色,实现清权与晒权,追求于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运行[3]。

从市场主体方面分析,要将权力思维转化成法治思维,彻底

摆脱利益形式下权力行使思维,透过法治思维进行经营。公

民与社会组织应该由依赖政府转化为依法自治,优化组织治

理结构,加强自身建设,一起建设和谐社会。 

2.2 制定人大主导主体多元责任监督机制 

制定人大主导主体多元责任监督机制,有效落实监督问

责制度化。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 高权力机关,所以关于权

力清单的制定、运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人大参与其中。基于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宪法、人大议事规则等明确提出了各

级人大关于行政机关监督问责权,此项制度一定要落到实

处。探索建立一定数量的专职代表,规范质询程序和不信任

投票制度,加强人大对权力清单的监督和问责的及时性。同

时,要加强司法机关监督职责的作用,配合司法体制改革,将

司法机关中相应的监督问责制度引入。 

公民监督的问责机制还应该进一步优化,需要摸索不同

的、可行的路径让公民能够参与权力清单制度的有关工作之

中。现阶段, 为科学、有效的形式就是把听证会制度进行

常态化。针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运行过程之中所涉及到

的公众利益,必须要积极贯彻与落实事前听证、事中听证以

及事后听证的基本原则,高度重视民意调查工作,同时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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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外先进行政相谈制度,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中的

公众参与度进行优化,完善政协、社会团体与新闻媒体等有

关监督问责机制,实现监督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切实提高制

度问责作用[4]。 

2.3 深化监督问责的独立性与制度化水平 

深化行政监督机关自身的独立性,制定完善的责任监督

评估机制。尽可能防止监督主客体发生本末倒置,出现同体

问责等问题,优化外部以人大作为主导的全新监督问责方

式。要根据现有监察制度变革情况,把权力清单制度的具体

运行状况融入其中。完善行政机关的内部专职监督温度审计

监督问责制度。监察部门需要从管理体系之下落实省级之下

的垂直领导,切实增强独立性,彻底消除同级政府与其他有

关部门之间的干扰。深入摸索把审计机关纳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范围,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财政预算、决算相结合,

加强监督作用。 

制定完善的责任监督评估机制,进一步深化监督问责的

实践操作性,追求于评估标准科学性、客观性、针对性。比

如权力清单制度在具体的运行时主要分成程序与内容两个

层面,根据程序能否正当、公开,内容能否满足法律法规、权

力行使能否科学、合理,针对公民知情权保护等标准制定监

督问责评价机制,把事前评估、事中评估、事后评估进行有

效融合,对监督问责的所有过程进行优化[5]。事前评估应该

重视权力清单制度内容的合法性；施工评估应该重视行使权

力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程序是否得当,方向是否对；事后

评估应该重视权力清单制度运行成果的评价。 

2.4 吸纳社会公众参与 

积极引导与鼓励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政府权力清单

制度责任监督机制的具体建设工作。提高社会大众的公民意

识,进一步深化纳税人意识与权利意识,有效贯彻宪法与法

律规定中有关的公民参政议政机制[6]。关于权力清单制度的

具体建设和优化必须要认真听取公民意见,促进权力和权利

的深度互动；此外,社会组织应具有第三方独立制度的出现,

摆脱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实现社会自治组织参与权力清

单责任监督体系的真正意义。 

3 总结 

我国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责任监督机制并非是一劳

永逸,必须追随时代的发展脚步,根据行政法治基本原则与

具体规定进行实时优化、完善。责任监督机制作为地方政府

权力清单制度有效落实的保障与后盾,所以还需要广大学

者、工作者深入研究,以保证权力清单制度可以拥有持久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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