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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一个地区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走向，其编制、审批、调整

等技术性问题往往并不难解决，然而在实践当中，规划的编

制及管理部门却经常面临着“规划监督不到位”这一体制性

难题：已经制定的规划是否得到严格的执行？执行规划时又

会否因“长官意志”、“乱指挥”随意修改？新任领导对上

届政府制定的规划擅自修改的行为由谁来监督？如何避免“

一任领导一规划”现象的不断重演？当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原

定的空间布局发生碰撞的时候，如何维护规划的权威性、严

肃性、稳定性和延续性？这一系列问题已在我国城市发展战

略中无法回避。 在这种情况下，一套全新的独立规划监督体

系应运而生规划督察员制。目前，这种制度正以其在四川省

试点工作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为基础，逐步推广到全国近20个

省市。这些省派、部派的规划督察员具备专家级的规划知识

，有崇高的责任心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再加上垂直督察体

制赋予的前所未有的督察空间，足以令他们在新的岗位上成

为中国整肃规划的急先锋。 从行政成本的角度来看，在规划

督察员制度中无论是部派还是省派，均未为此单独设立一套

行政体系，而是采取了与原有规划系统“嫁接”的方式。而

且，无论是“到位不越位、监督不包办”还是“只摇头不点

头”，这种独特的督察方式虽然让督察员不具备直接处理问

题的权力，但却成为了上级主管部门不可或缺的“千里眼”

和“顺风耳”，这样既避免了督察员干涉地方规划部门日常



工作的可能，又能加强规划的严肃性与法律性，避免了规划

成为“封闭循环”的、“自产自销”的公共事务。 在建设部

及各省市的大力推广下，部派、省派规划督察员正以星星之

火渐成燎原之势在中华大地上悄然掀起一场规划监督机制的

变革，这项制度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督察舞台。

各地方的规划督察员以其不懈的努力，在提高当地政府领导

部门规划意识的同时，有效地促进了中央及各省市重大决策

的有效落实，并使地方规划部门加强了合理编制、依法行政

的工作意识，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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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