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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1_E8_A1_8C_E6_c25_21062.htm 一、行政执行 行政执

行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依据宪法、法律、法规、规

章，充分调动政府资源，通过一定运作机制，逐级贯彻国家

权力机关和上级的政策、决策，推行国家政务和执行行政决

定，以落实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诸任务的全部活动过程

。 1．行政执行的主要环节 行政执行本身包括的主要环节有

执行的准备、执行的实施、执行的监控。 (1）执行的准备。 

①计划准备。为了保证行政执行全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事

先制定一个明确的、具有可行性的执行计划，以便执行过程

能有条不紊地推进。 ②法规准备。行政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必

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行政执行也不例外，应该在

实施执行任务前做好充分的法规准备，使行政执行有法理上

的依据。 ③组织准备。这是指为执行上级的决策、政策，根

据任务的要求，在机关内集合相关人员组成一定的执行小组

，作为具体实施行政执行任务的主体。 ④物财准备。行政执

行的顺利实施还需要准备相关的物质条件和适当的资金资源

，以满足行政执行的要求。 ⑤技术准备。现代行政既是专业

行政，更是技术行政，应该预先为行政执行任务配备适当的

技术人员，帮助行政执行任务迅速有效地完成。 (2）执行的

实施。 ①执行的动员。指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组织者在组织内

部，就上级决策、政策的内容和意义，对组织成员进行的宣

传动员，使之理解执行的重要价值。 ②执行的沟通。指系统

为获得期望的执行效果，在内部部门和人员之间以及与外部



环境之间，凭借一定方式交流相关执行信息，以谋求执行体

系和谐有效运转、执行过程顺利进行的管理手段。 ③执行的

协调。指行政领导者通过一定方式在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

组织内部各单位之间、组织的成员之间建立分工合作、协同

一致的和谐关系，以实现行政执行目标的管理活动。 (3）执

行的监控。 行政执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因为各种现实

因素而走样。因此，必须由一定具有法定授权的主体，对相

应执行主体的行为和执行质量进行监督与控制，以保证行政

目标圆满实现的管理活动。 ①执行监控的类别。执行监控分

为内部监控和外部监控两类。内部监控是指组织内部由领导

人或者负责督导的人员、机构实行的监控，主要目的在于控

制、调整行政执行的具体过程。外部监控是指由上级机关或

其他监督部门实施的监控，其目的在于防止行政执行偏离决

策、政策的方向。 ②执行监控的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明确执

行标准，只有使执行标准更为明确、更具可操作性，才能对

执行过程实施有效的监控；第二个环节是用执行标准衡量执

行绩效，以确定执行质量偏差及其性质；第三个环节是采取

相应措施，或是对执行的主观方面或是对执行的客观方面纠

正偏差。 ③行政监控的重点。在行政执行的过程中，实行监

控主要针对以下因素进行控制：人员素质及其行为、预算和

财务状况、执行工作进程及其质量、对信息质量的控制、对

行政执行计划与目标的控制、组织整体绩效。 2．行政执行

的一般原则与主要方法 相对于政府决策来说，行政执行更多

地牵涉到实际因素的运用。好的政策、决策，如果执行不当

，其政策效益不但得不到体现，还有可能出现负面效应。因

此，在行政执行中，应该把握好以下一般原则，掌握一些常



用的执行方法。 (l）行政执行的一般原则。 ①绩效原则。绩

效原则是指行政执行的全过程，包括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

监控阶段的所有行为都必须按照适用经济的原则进行，力求

以最小的执行成本获得最佳的政策效果。 ②符合决策原则。

符合决策原则指所有的行政执行计划、组织、指挥、沟通、

协调的方向都必须符合所执行的政策和决策的精神，不能自

行其是，甚至歪曲执行。 ③灵活变通原则。由于现实环境因

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行政执行必须具有灵活变通的特性，

适应执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执行计划，以保证原有决策

、政策的圆满实施。 ④民主集中制原则。行政执行的过程是

一个不断搜集意见、不断调整执行方案的过程，因此，应该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集思广益，又有适当的集中，保

证执行过程有效开展。 (2）行政执行的主要方法。 ①行政手

段。指依靠行政机关内部层级节制的机制，通过命令、指挥

、控制、规定、指令等实施政策执行的方法。行政手段的优

点在于它具有强制性，并且能够依托行政体制内的各种行政

资源，迅速有力地推动行政执行的实施。 ②法律手段。指行

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律、法规、法令，对行政执行的实施

过程进行规范的方法。法律手段是行政执行中的外在约束因

素，对行政执行的内外部关系均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和普遍

性的规范作用。 ③经济手段。指行政机关运用包括税收、罚

款、政府开支、政府合同、利息在内的各种经济杠杆，在尊

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调节经济变量的关系，达到行政

执行的目的。 ④教育手段。指行政机关通过宣传、动员、感

化、鼓舞等沟通方式，将政策理念输人到人们脑海之中，使

之理解政策的内容和意义，自觉地为行政执行服务。 二、行



政成本 广义上的行政成本是指政府的行政行为所耗费的各种

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信息资源、精神资源、关系资源等。

狭义上的行政成本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其职能的过程中所花

费的各种支出。它包括两方面的支出：一是维持行政机关自

身运行的费用；二是为了履行本机关所承担的职能而消耗的

费用。这里所论述的行政成本取其狭义上的概念。 1．衡量

行政成本的标准 (l）行政机关维持自身正常运转的开支。行

政机关要切实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前提在于它拥有足够的行

政费用。这些经费必须足以支付工作人员的酬劳、对工作人

员进行培训更新，以及购买现代化办公设备和耗材的费用。

(2）行政机关中工作人员的数量。行政机关中工作人员的数

量也是一个衡量行政成本的重要标准。通常使用的是国家范

围内的“官民比例”指标。但实际上，还应该根据具体行政

机关所承担的行政职能、机关效率的高低、决策执行的效果

等综合因素进行评价，不能一概而论。 (3）行政机关占用的

物质与财富资源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行政机关占用的

物质资源指行政机关办公过程中所使用的一切物材，包括政

府设施、政府所投资的项目计划、使用的物品等。财富资源

指用以支持行政机关施政行为的所有财政经费。这两种资源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衡量行政成本的宏观指标。 (4）

行政机关的数量与规模。行政机关的数量与规模不是一个简

单的计算指标。它还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模式。如果政府干预市场、干预社会的程度越深，那么行

政机关的数量和规模也就相应越大。与机关数量和规模增大

相联系，行政机关内部进行沟通和协调的成本也会增加，这

是影响行政成本的重要因素。 2．我国行政成本的现状 总体



而言，我国的行政成本较高。随着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发

展，我国行政成本也快速增长起来，而且其增长趋势有增无

减。据统计，我国的行政成本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

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复杂性增加而带来的合理

成本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行政机关由于体制原因存

在的一些不良现象所造成的非生产性成本增长过快。 (1）公

务成本高。我国一些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没有树立起成本观

念。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热衷通过开长会来解决问题，容

易造成文山会海。在公务办理上，由于官僚主义的影响，出

现公文旅行、拖沓推诱的现象，使行政机关的效率低下，增

加了行政成本。 (2）运行成本高。由于在我国的某些行政机

关里仍然存在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导致工作人员为了获得领

导的青睐、获得职务的升迁，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走后门

、拉关系、投机钻营。在这些方面投入过多的精力，势必影

响机关正常业务的开展，也无端地耗费本就稀缺的行政资源

。 (3）基础成本高。我国行政机关的基础成本主要表现为机

构众多、人员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我国政府机构设

置过繁、过多，在实践中往往是叠床架屋，相互扯皮，严重

影响行政效率。此外，我国的官民比例已经达到30’1左右，

是日本的近8倍、美国的近3倍。众多的官员，特别是光指挥

不干事的官员过多，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一大

原因。 (4）装备成本高。受社会上追求奢华、享乐的不良风

气影响，部分行政机关在购买办公用品、营造办公场所时不

考虑行政成本，一味地追求高标准、高规格，致使行政费用

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装备成本高也与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

尚不完善有关，即少数政府采购人员为了获取非法回扣而与



供应商勾结，专门采购价值昂贵的产品。 (5）无形成本高。

前面所述及的各种行政机关不良风气，使行政资源无法最大

限度地投人到正常的行政活动中去，严重影响了行政机关的

工作效率。这种情况使行政机关付出了高昂的形象代价，增

加了行政行为的无形成本，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不利于行政

工作的开展，产生行政成本累积现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