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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7_83_AD_E7_c26_488708.htm 第一部分：基础理

论1. 官员问责制所谓官员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

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其实质是通

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

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

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2. 实施官员问责制的重要

意义第一，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责任心政府官员的权力和责任

始终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在接受人民赋予权力的同时，就

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但正像孟德斯鸠说的，“一切有权力

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

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见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官员是行政

权力的把持者，也是行政资源的分配者，如果官员能够不受

严厉处罚地获取较多的利益，低成本低风险地违法犯罪，那

么他们利用权力换取私利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大，不法行为也

将日益频繁，这势必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造成损失。因此，

要规范官员行为、防止违法乱纪，必须增强官员的责任心，

建立系统完善的问责体系。在“官员问责”制下，不是只有

贪污受贿的干部才会受处罚，如果官员没有懂得权力的真正

含义，其权力没有为民所用、所谋、所系，那就会因失责而

受到责任追究。官员问责制“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的基

本原则则很好地彰显了对官员责任心的这一要求，有利于增

强官员的责任心。第二，有利于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选拔机

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尤其突出的是在领导干部“能上”方面进行了不少

大胆的尝试，推出了许多积极的举措。但是，在“能下”方

面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人事制度中“能上”与“能下”

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能下”的渠道不畅顺，势必影

响“能上”工作的顺利进行。建立健全官员问责制度，通过

对领导干部失职失误行为做出硬性的制度约束，疏通“能下

”的渠道，让那些无所作为者下台，才能使那些有所作为、

大有作为者上台，最终达到“能者上，庸者下”的目的，形

成良好的能上能下、新陈代谢的用人机制。第三，有利于整

肃吏治领导干部是一种特殊职业，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

，承担着重要使命，要具备高度的敬业精神。已开始进入制

度化操作层面的官员问责，正在冲击太平“官念”。这种官

员问责制给中国4000多万名各级干部的仕途平添了风险，使

为官变成了一种高风险职业。只有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如

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要有两个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

识；时刻具备三个能力：学习能力、观察能力、协调能力，

做好各项本职工作，才能适应新的要求。而且在官员问责制

的理念下，实现了用干部、管干部的部门从“权力主体”向

“责任主体”转变，谁用的干部谁管理，干部工作失误、失

职，用干部和管干部的部门负有连带责任。这就促使干部主

管部门使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标准，选拔任用那些“靠得住

、有本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而且还要加强对干部

的日常管理，督促他们掌权为民，从而整肃了吏治，优化了

官员队伍。3. 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难题（一）权

责不清是实施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障碍由于历史原因、机构改

革尚未完成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



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出现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

相推诿、互相扯皮的情况。在问责过程中，被问责官员具体

承担的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不清

楚，以及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该如

何确定，很难下结论。责、权不清晰，会导致责任人不清，

问责的效果难免就会打折扣，一个没有明确责任体系的问责

制度只是一种摆设。所以官员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就

是对每个官员的权力与责任有明确的划定，被问责者应该是

负有明确责任的官员，而现实中在这一方面至今仍存在着不

足。（二）问责主体事实上的单一，惟上是从，有损问责的

公正性所谓问责主体，就是由谁来问责。在我国官员问责过

程中，问责主体比较单一，我们更多实行的是一种“上问下

”的同体问责，即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而事

实上，政府官员经过人大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对象

应是人民，官员问责的主体也应是人民群众。按照宪法的规

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

判机关、检察机关都要对人大负责，人大代表有宪政至高无

上的质询权。但遗憾的是，不少地方人大的最高权力得不到

体现。上级机关问责下级机关，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也

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如果问责制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

责任，那么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难保问责

结果的公正性，而且容易出现问责“白条”的情况。所以问

责主体缺位，导致问责不公或问责不实，是当前实施官员问

责制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三）问责法制及程序不完善，

影响问责效率一些地方已经被追究责任的官员，无论是被免

职的，还是引咎辞职的，大都是在行政层面进行的，对其责



任的追究并不是依据专门的问责制法律作出的。行政上的官

员问责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责任政府理念，但由

于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做支撑，往往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存在

不确定性。在迄今公开“问责”的所有案例中，除几位主要

领导外，其他人应负何责、受何处罚、问责程序怎样进行均

未对公众有所说明。这就使得“问责”表面上是问出了一个

大快民心的“责任”，但最终仍然“问”得一头雾水。这样

的“问责”，结果或许是可喜的，但效果却是可疑的。而且

如果“问责制度”不能实现法制化和程序化，可能导致上级

领导裁量权的扩大，甚至主要领导一言而定这样的负面影响

。所以，官员问责如果不按规章程序进行，没有法律保障，

其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4. 完

善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途径（一） 合理划分权责，明确问责对

象和范围要打破这个断言，其要义就在于，找出应当负责的

人并且让其负责。而当前我国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党之间、

行政机关之间、正副职之间的权责划分不明确，职能重叠。

所以，必须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明确机构的职能及其

工作人员的职责，并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何种官员所负何责。

而且问责时必须要分析责任同事件的关联点和因果关系，对

于问责事件，应该追究到哪一级的官员，只能看与事件本身

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和因果性，而不能看事件多大，后果多

严重。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在权责对应的原则下，树立责任

意识，把问责范围从“贪官”扩大到“庸官”，对决策失误

的官员也要追究责任，使官员树立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危

机意识，促进从严治政，依法行政。（二）逐步建立民主问

责制度真正的“问责”，既来自于制度的硬规定，也来自民



众与舆论的软压力，还来自于官员自身的道德自觉，以及更

为深厚的政治氛围，即来自于人大、媒体、上级、民众等多

个主体的问责。如果仍然仅仅是来自上级的“组织安排”，

这并不是人们期待的真正“问责”。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的

问责。其次，媒体代民问责。同时公民的知情权还需要媒体

的帮助。民众的知情权是向官员问责的前提。(三) 使官员问

责制法制化、程序化问责的法制化进程中，严密详尽的条文

约束能够使无论执法者还是犯法者都必须依法行事，而违规

违纪、行政不作为的官员也将受到规章制度地制约，把法规

的震慑变成工作警戒从而严谨认真地完成工作任务。首先，

官员问责制必须法制化。要建立真正的问责制度，并有效地

运转，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其次，责任追究程序化。

正当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的制度所必备的要素，是问责制沿

着法治的轨道前进、防止陷入人治误区的保证。 问责程序化

涉及问责全过程的方方面面，内容很多，但以下三点更为迫

切：一是责任的认定程序。有了明确的责任划分，还需要通

过一定的程序来认定责任的归属、严重程度等，否则就可能

出现“替罪羊”问题而背离问题初衷。二是问责的启动程序

。即什么情况可以引起对相关官员的问责，也可以称作触发

机制。即什么情况可以引起对相关官员的问责，也可以称作

触发机制。三是问责的回应程序。即被问责的官员通过什么

样的程序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第二部分：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要求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加快建设法治

政府。温家宝表示，中国将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快

建设法治政府。他强调，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要严格遵守宪

法和法律，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利并接受监督。温家



宝称，要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坚决克服多头执法、执法不

公的现象，并强化行政问责制，对行政过错要依法追究。温

家宝还表示，将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

强政风建设，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他表示，提高依法行政

能力，进一步扩大公民、社会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其部门的

监督。第三部分： 范文或者评论员文章1．官员问责制如何

才能完整有效从引咎辞职切入，严肃查处政务管理活动中的

违法、渎职、失职等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现阶段，我

们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能够体现从严治政的官员问责制度

，还有很多密切相关的问题需要解决。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

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汪玉凯 2004 年撰文指出

，建立官员问责制度，扫除“三大障碍”，或者说解决“三

种关系”，尤为重要。第一，重新审视权与法的关系，消除

权大于法的障碍。在实践中，当“法”与“权”遇到冲突的

时候，法常常会显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少数官员不仅在观念上更崇尚权力，而

且在实践中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权压法、以权代法。比如在目

前的乡村治理中，国家明明已制定了村民自治法，但在实施

过程中，却会遇到大量权与法的冲突。我们必须回归法律应

有的尊严，坚持以法制权，而不是相反。 第二，重新审视权

与民的关系，消除权力只对上级负责的障碍。政府的公共治

理权究竟是对上级还是对民众负责，这是一个在政务管理活

动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坚持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

官员问责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理论而言，政府行使的所有

权力来源于人民这一道理，或许并不难理解。但是抽象的理

论在实践中也许就会变成一种完全模糊不清的问题。 第三，



重新审视权与责的关系，消除只热衷于权力而漠视责任的障

碍。官员问责制的核心，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官

员真正能够树立一种高度的责任和危机意识，并对那些由于

官员个人行为失当，或者违法、渎职、失职等，在公共管理

活动中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这实际体现的是一种权力和责

任、义务的平衡。 2．中国官员问责制日渐完善 哈尔滨依兰

县环保局工作人员从松花江中提取水样，跟踪监测松花江水

污染。 官员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期间启动，至今一批官员因

失职而丢官。解振华是中国因环境污染事件被解职的最高级

官员。“这充分说明中央对环境保护工作和建设法制政府的

高度重视。”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蒋承菘对记者说。据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日发布的一份通报称，松花江重

大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国家环保总局作为国家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

对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解振华为此请辞，并获得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松花江污染事件发生不久，国

务院就免去了环保部门最高官员的职务，这说明，中国的政

治制度愈来愈完善，官员问责制越来越健全。”蒋承菘说。

中国官员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期间启动。包括卫生部部长张

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

，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非典过后，从中央到地

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制的制度化。2004年2月，在北京市密云

踩踏事故和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中又有一批官员因失职

而丢官。当年4月，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因川东钻探公司特大

井喷事故引咎辞职。 此举给那些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将来发

展的官员敲响了警钟蒋承菘指出，过去中国的官员基本上是



终身制，如果受到处分也多是由于贪污、腐化等个人问题，

因工作失误受处罚的官员极少，在环保领域更是如此。为强

化官员的工作责任心，国务院在今年3月印发的《全面推进依

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

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

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

究、侵权要赔偿。” 中国的环境保护在一些官员眼中一直是

发展中的次要问题。为了所谓政绩，一些地方以环境为代价

盲目追求GDP增长数字，造成环境日趋恶化，人民的健康受

到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统计数据表明，

目前，中国近1/3的国土被酸雨污染，流经城市的90%以上的

河流遭受严重污染，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干净的水，大气污

染最严重的世界10大城市中，中国占3座城市，1亿多城市居

民呼吸不到清洁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

道癌症。这次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后，约100

吨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

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目前污染控制工作还在继续。“中央

这次迅速查处环保最高官员，给那些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将

来发展的官员敲响了警钟。”蒋承菘说。第四部分：典型观

点和事例2007“两会”上，两位高官让民众着实感动了一把

。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因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而向百姓道

歉，表示“愧对百姓”；另一件是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因为

降低能耗未达标而向大会作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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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