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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1_E8_A1_8C_E6_c25_21058.htm 一、行政监督特性 行

政监督特指行政组织中由拥有合法监督权的行政上级或行政

主管对下级工作状况的监督。 行政监督的特性由其所承担的

任务和发挥的功能所决定。总体而言，行政监督具有以下几

方面的特性： (1)制度性。行政监督是一种制度，它在特定的

监督法律法规的授权下，通过监督权的有效运用，来保证法

律和上级行政决策全面、有力地得以贯彻执行。 (2）功能性

。行政监督是一种管理功能，它实际上是行政组织管理过程

的重要环节，通过对组织中物流、人流、财流和成员工作状

态的监控，积极改进工作方法，以强化组织的功能，提高组

织绩效。 (3）激励性。行政监督是一种工作方式，它通过各

种监督手段对人的行为产生效用，以有效地启发、激励、辅

助和督导组织成员的工作，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成员的内在

工作热情和发挥潜在的能力，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4

）管制性。行政监督是一种管制功能，它使用由特定监督法

律法规授予的监督权力，对不法和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惩戒、

处置，约束和促使国家公务人员格尽职守、勤勉谨慎、不骄

不躁，努力为国民服务。 二、行政监督的主要方式 1．行政

监督的体系 (1）我国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主要包括一般监

督和专门监督。一般监督主要包括：①上级对下级的监督；

②下级对上级的监督；③职能监督；④主管业务监督。专门

监督主要包括：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和审计监督。 (2）我国

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主要包括：①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②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的监督；③政党监督，主要是指执

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行为实行监

督；④社会及舆论监督。 2．行政监察 行政监察是指政府系

统内部的专门监察机构，对所有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所实施

的全面性的监督。我国的行政监察机关是监察部和地方各级

监察厅、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于1997年5月9

日公布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的行政监察工作步人了法制化阶

段。 根据行政监察法的规定，监察部监察对象为：国务院各

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国务院及国务院任命的其他人员；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为：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及

其国家公务员；本级人民政府及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任命的

其他人员；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县、自治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对本辖区所属的乡、

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公务员以及乡、民族乡、镇人民

政府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 行政监察机关依照法律拥有

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和一定的行政处分权。其主要职责

为：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

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受理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

命的其他人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决定的申诉，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由监察机关受理的申诉等。 

行政监察程序分为四个阶段，即对需要检查或处理的予以立

项；制定方案，组织实施调查；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监察

机关提出检查、处理情况报告；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

建议。 行政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既受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又受上一级



监察机关的领导，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

并报告工作，但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同时，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本级人民

政府批准，可以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监察机构和监察人员。

监察机关派出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对派出的监察机关

负责并报告工作。 3．审计监督 审计监督是指根据会计记录

等有关经济资料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由专门设立的国家审

计机关依法审核和稽查有关单位的财政收支活动、经济效益

和财经法纪的遵守情况，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提出审计

报告，以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的活动。我

国的审计机关是审计署和地方各级审计局。《中华人民共和

国审计法》于1994年8月31日公布实施。 我国审计机关依照法

律拥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和处理权。其主要职责为：

对本级政府各部门和下级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预

算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对审计管辖范围

内的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财政收支状况进

行审计监督；对审计管辖范围内的国家投资建设项目、社会

公共资金和国外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等

。 审计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审计署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

，主管全国的审计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

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审

计机关，分别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

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审计工

作。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

责并报告工作，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审计机

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其审计管辖范围内派出审计特派员



，审计特派员根据审计机关的授权，依法进行审计工作。 4

．立法监督 在我国，主要是指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家行

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监督。我国立法监督的主要方式有六种

： (1）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这是立法监督的最基本形

式。它一般包括三个层次：人大听取和审议政府的工作报告

；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政府某一方面的专题报告；人大专

门委员会或工作委员会听取政府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 (2）

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决算。政府的所有工

作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计划和预算基础之上的，人大及其常委

会审查批准计划、预算，其实质是从政府工作的最基本方面

监督和制约政府。计划、预算的审查和批准包括三个阶段，

初步审查、正式审议、表决批准。 (3）审查政府的法规、决

定和命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

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乡、民族乡、

镇的人大有权撤销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议

和命令。 (4）质询和询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在开会期间或审议议案时，人民代表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

，对政府机关提出质询或询问，受质询或询问的机关必须答

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国家权力机关及时了解并监督政

府的行政行为。 (5）代表视察和执法检查。人大代表通过视

察了解政府的工作情况，并对政府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

意见，以监督政府的工作。视察的主要目的是联系群众、了

解情况，为在会议上审议议案、制定和修改法等重大问题作

准备。执法检查就是对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其



目的是为了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各自的行政辖区范

围内得到贯彻和执行。 (6）罢免政府组成人员。对政府的主

要负责人进行人事监督是立法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宪

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国务院组成人员；同样，地

方各级人大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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