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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AE_BA_E7_83_c26_514398.htm 一、一把手监督工作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 所谓“一把手”，是指领导班子中居于首位的

负责人。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和全

局工作中，一把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由于一把手

职位高，权力大，为他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多，在这种环境

下，一把手极易成为各种势力腐蚀的对象。因此，加强对一

把手的有效监督是十分必要的。 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

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

善，基层单位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这在客观上要求

加大对一把手监督的力度。如果监督不力，权力“下海”寻

租，必然会扰乱市场秩序，形成权力主导下的“坏的市场经

济”。 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下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推动着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

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民主意识

淡泊，家长作风盛行，在班子内搞“一言堂”、“个人说了

算”，不接受群众的监督，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背道而驰。 

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 也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需要。

从目前现状来看，一些一把手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

章；有些人甚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挥霍公款，追求个人

享受⋯⋯一把手作风不正会带坏一大片干部。所以能不能成

功地解决一把手的监督问题，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亟待解决

的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仍缺乏有效的



机制和办法，以致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一把手长期处在监督的

“真空地带”。这在客观上给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以可乘

之机。当前，一把手腐败的数量呈上升趋势，腐败的渗透面

在扩大，涉案人员职务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整治腐败的任务相当艰巨。这

大大增加了有效监督一把手的紧迫性。 在当前双轨并存的背

景下，市场原则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市场竞争原则可以

激发和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等价交

换原则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平等意识，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民主

政治建设；市场效益原则可以培养人们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

，克服拖拉扯皮的官僚作风，等等。另一方面，市场原则又

有消极影响，它客观上刺激了人们对金钱的崇拜，使人不择

手段地攫取利益。因此，如何既按照市场原则规范经济行为

，同时又有效抵制不良风气对一把手的侵蚀，这是当前阶段

出现的迫切问题。 二、一把手监督工作的成效与不足 经过一

段时间探索，一把手监督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社会对

一把手监督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监督力度不断加大

；二是监督重点日益明确，一把手的主要工作都已纳入到监

督视野；三是监督主体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网络；四是监督体

制逐步健全；五是监督法规制度逐渐完善，对一把手监督工

作的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一把手监督工作还存

在以下不足。 一是监督意识不强。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

监督工作长期流于形式。一些人对监督一把手信心不足，认

为一把手地位特殊，无法监督，也不敢监督，即使监督，也

是走过场。一些一把手对监督很反感，认为监督自己丢面子

，是组织对自己不信任。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对监督工作



搞表面应付，甚至袒护犯错误的一把手，给一把手监督工作

带来不利。 二是监督工作的内容和范围还不够具体。过去，

对一把手监督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廉洁自律方面，现已扩展到

决策、组织人事，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和工程项目的确立等方

面。但即便如此，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存在着监督

内容过于笼统的问题，使得对一把手的监督出现了看起来很

全面而实际上留下了大量空白和漏洞的状况。 三是监督主体

虽然形成了网络，但监督主体职能交叉重复，责任不清，相

互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容易出现脱节、扯皮和相互推诿的

现象，影响了监督网络整体合力的形成。 四是监督体制不尽

合理，监督效果比较差。现行的监督体制是以上级监督下级

为主，以同级、下级及群众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为辅的双向式

监督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种监督体制的

不适应性日益突出。由于体制的原因，本来可以进行直接、

有效监督的专门机关，难以对同级一把手实施真正意义上的

监督。因为现阶段，我国行使监督权的专门机构，大都存在

于党政机关内部，在领导体制上，监督机构一般都受上级业

务部门和同级党委、行政机关的双重领导，并以同级党委、

行政机关的领导为主，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时又是下级与上

级的隶属关系。这样一来，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缺乏

必要的独立性和应有的权威性，监督必然软弱无力。而自下

而上的监督，由于担心打击报复，往往又形同虚设。 五是监

督法规制度尚不完备，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和具体的实施细

则。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监督法规制度的建设，尤其是《

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使党内监督更加具有可操作

性。但是，现已建立的一些法规制度，有的相对滞后，有的



过于笼统，有的虽然建立了一些相应的制度，但落实的力度

不够。这说明，进一步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仍然是一项十分繁

重的任务。 三、加强一把手监督的对策思考 第一，增强广大

群众、党员和干部的监督意识。为此，应在全社会加强监督

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普及监督意识，尤其对监督职能

部门人员，要做好职业道德教育，明确自己担负的职责和使

命，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对一把手实施监督的最佳途径，在整

个社会形成一种能够监督和敢于监督一把手的氛围。 第二，

扩大监督内容，突出监督重点，真正对一把手实施全方位的

监督。对一把手的监督，重点应该放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加强对重大问题决策权的监督。强化对一把手决策权的监督

，主要看一把手是否坚持集体讨论、民主决策；是否走群众

路线，群众是否满意；是否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群众个人

三者利益关系；是否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二是加强对用

人权的监督。加强对一把手用人权的监督，要看其是否坚持

“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是否坚持干部职务安排由

组织决策的原则；是否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不搞个

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三是加强对用钱权的监督。对一把手经

济上的监督，不但要监督他们是否乱花公款，搞权钱交易，

索贿受贿等问题，而且要防止个人随意决定重大开支和投资

，为追求任期“政绩”而搞“门面工程”等不正之风。 第三

，理顺监督体制，建立统一、独立、权威、专门的监督机构

。监督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应体现在监督机构的自成体系上

，即对监督机构的领导只能是上一级的授权机关，其他任何

机关都无权指挥、干涉监督机构的工作。与此同时，监督机

构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一定要独立于被监督者之外，他们



的选任、调动、奖惩以及各种福利、报酬的获得应由监督机

构自身或授权机关决定。目前监督机构的领导体制、结构等

已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监督

的需要，也不适应监督机构承担的职责和任务，因此必须加

以改革。具体设想是：在合并现有三个廉政机构（纪委、政

府系统的监察机构、反贪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独

立的监督机构，专门负责反腐案件侦办及其他监督事宜。各

省、市、自治区的监督机关应作为最高国家监督机关的派出

机构，直接归其领导，对其负责。监督机关干部的录用、选

任、调动、工资福利等由本系统分级决定；监督机关人员可

对同级以下任何组织和个人进行监督检查，并有一定的处理

权；对监督机关人员的监督，除受本系统的监督外，还要受

新闻媒体尤其是各级人大的监督。一般来说，监督机构应设

置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之下，我国宪法第57条明确规定，全

国人大及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确保其享有较高的

法律地位和充分行使职能，所设的最高国家监督机构应当向

全国人大负责，受其领导和监督。当然，监督机构中的党组

织也要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并受其监督。由此形成上下

一心的纵向监督新机构、新体制，打破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

客体的僵局，避免监督中的相互扯皮现象，增强监督机构的

权威性。 第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

络，增强一把手监督工作的合力。具体要抓好四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上级组织对一把手的监督。我国的现行政治体制

特点决定了上级组织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最有效的监督。

因此，应当切实加强上级组织对一把手的监督，充分运用考

察、谈话等手段，认真检查和掌握一把手在政治思想、履行



职责、工作作风、道德品质、廉政勤政方面存在的苗头性问

题，使他们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避免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

。二是加强人大对各级政府一把手的监督，要真正落实人大

所享有的监督权，对不称职甚至触犯刑律的政府一把手应有

效行使弹劾权、罢免权。具体方法是：在届中进行一次信任

投票，凡未获大多数人大代表信任的政府组成人员，应当辞

职。为使人大监督能贯彻落实，应制定清晰规范、易于操作

、程序严密、协调配套的监督法规。三是加强领导班子成员

对一把手的监督。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监督是否有效，关键

要看是否切实坚持民主集中制，努力做到“坚持集体领导，

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四是加强社会舆论对一

把手权力的监督。要尽快出台一部《新闻法》，依法保障社

会舆论的调查、报道和批评的权力，明确新闻工作者的义务

和责任，使新闻报道能够真实准确，有效发挥舆论监督制约

的作用。 第五，加快监督制度建设，保证对一把手监督的经

常性和有效性。除了严格执行已有的廉政建设制度规定外，

应进一步健全各项监督。例如，应建立一把手廉政档案制度

，把各级一把手的廉政情况记录在案，作为考察干部和使用

干部的重要依据；应实行一把手廉政建设责任制，以增强一

把手抓廉政建设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应实行廉政述职制度，

一把手每年向单位干部职工汇报自己的廉政情况，自觉接受

群众的监督；应实行廉政民主测评制度，每年要对县处以上

的领导干部进行廉政民主测评，广泛征求群众对领导干部尤

其是一把手廉政方面的意见，测评结果可作为今后提拔、使

用和撤职的依据。同时还要健全一把手推荐干部和用人失察

追究制度。尤其要建立健全一把手施政行为公开制度。权力



运行过程公开化是一切监督的基础，为此，必须建立一把手

事务公开制度。各级一把手的哪些工作须向社会公开，什么

时间公开，都应有严格的规定。建立健全制度的最终目的是

贯彻执行，所以要特别注意抓好一把手对这些制度的贯彻执

行，坚决纠正某些一把手在执行规章制度上搞特殊化、“制

人不制己”的行为。"#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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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