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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理解： 1、行政监督的特点、原则和作用 行政监督是指

政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社会舆论和公民以

及行政系统内部，依法对政府和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的合法

性、公平性和有效性进行监察和督促的活动，这是广义的行

政监督。 行政监督的特点：监督主体的多样性；监督对象的

双重性；监督内容的双向性；监督主体的层次性；法律地位

的独立性。 行政监督必须遵循的原则：（1）行政监督机关

依法行使职权，不受其他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原则

；（2）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原则；（3）在适

用法律和行政纪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则；（4）教育与惩处相结

合的原则；（5）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的原则；（6）

监督工作依靠群众的原则。 行政监督的重要作用：（1）能

有效地强化和改善公共行政，提高行政效能，促进行政监督

机关的廉政建设。通过对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的监督和对监督

所揭露出来的问题的处理，促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认真

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坚持依法办事，提高行

政效率。（2）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进一步保障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有效制度。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采取得

力妥当的措施，使其造成的损失得到弥补或减少到最小程度

。（3）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 2、行

政系统的内部监督来源：www.examda.com （1）一般行政监

督。是基于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各级政府对其工作部门和



工作人员的监督。其特征：主体与对象之间具有领导服从关

系，具有普遍性和较强的约束力；属于政府系统和组织内部

的监督，具有内部监督的各种优点和不足；层级监督的内容

最为广泛，包括了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主要形式有：工作

报告、检查、专案调查、审查、备案、批准、提出议案、改

变和撤消、惩戒等。 （2）行政监察。是指国家行政组织内

专司监察职能的监察部门对其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

的监督、纠举和惩戒活动，它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专门

监督。行政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内行使监督权的职能部门；

行政监察的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以及国家行政

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 行政监察的内容：通过执法检查、受

理公民的检举与控告、受理行政监察对象不服主管行政机关

给予行政处分的诉、调查处理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方式对行

政监察对象的廉政与勤政状况进行经常性的、直接的监督检

查。 行政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我国行政监察机关实行双重

领导体制，即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受本级人民政

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

导为主。 行政监察管辖权：行政监察管辖权与行政监察权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行政监察权是国家赋予行政监察机关对行

政监察对象的违纪行为实施监督的权力；行政监察管辖权是

指对某个具体的违纪行为在行政监察机内部由哪一级或哪一

个行政监察机关实施监督。行政监察机关依法拥有监督权是

确定管辖权的前提，管辖权是行政监察权的进一步落实，行

政监察权必须通过管辖权来行使和体现。 行政监察机关的职

权：基本职权包括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和行政处分权（

决定权）四种。辅助职权包括对监督事项涉及的单位和个人



的查询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时的请求协助权、对违反行政

纪律取得的财物的处置权等。 监察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依

法行使政权，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各人的干涉；

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适用法律和行政纪律上

人人等；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

依靠群众。 （3）审计监督。是指专门审计机关和其他受委

托的人员依法对有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财政及经济活

动进行审核检查，以判断其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的监督

、评价和鉴证活动。它是一项专门的财政经济法律监督制度

。 我国目前设置的审计机关有中央审计机关（审计署）和地

方审计机关两种。我国审计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地方审

计机关同时接受本级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在行政

上，审计机关直接受本级政府行政首长领导；在业务上，地

方审计机关接受上级审计机关的垂直领导。 我国审计体制的

特点：国家审计具有强制性，国家审计具有权威性。 审计监

督的主要内容：财政预算的执行和财政决算；信贷计划的执

行及其结果；财务计划的执行和决算；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

项目的财务收支；国家资产的管理情况；预算外资金的收支

；借用国外资金、接受国际援助的财务收支；与财政、财务

收支有关的各项经济活动及其效益；严重侵占国家资产、严

重损失浪费等损害国家经济利益的行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承

包经营责任的有关审计事项；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审

计事项。 对违反财经法规的被审计单位，审计机关可根据情

况采取不同的处分方式。 3、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 （1）法制

监督。是指有权国家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合法

正确地行使职权所进行的监督和控制，是能直接产生法律效



力的监督。法制监督的宪法基础是宪法第五条的规定：“一

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根据监督主体

的不同，法制监督可分为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

两类。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的监督主要是对行政机关抽象行

政行为的监督，同时换包括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监督

。 法制监督的特征：（1）法制监督是权力分配的均衡。（2

）法制监督的对象是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3）法制监督的

范围具有广泛性。（4）法制监督的方式和手段具有多样性。

（5）法制监督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模式的体现。 国家权力机

关的监督在我国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又称为立

法监督。其监督内容包括政治监督，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制监督，是最高

层次的监督，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重要和具有

很高权威性的监督。 司法机关的监督在我国是指国家司法机

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

。其特征是具有终结性、独立性、中立性、专属性或不可转

授性。来源：www.examda.com 司法机关的监督在我国由人民

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构成。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判各种行政诉

讼案件和审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申请的案件来实施对行政行

为的监督。人民检察院通过履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来

实施对行政的监督，主要是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

职务犯罪和其他犯罪案件实行监督。其内容包括法纪监督、

侦察监督、监所监督等。 （2）社会监督。是指非执政党和

非国家机关对行政活动的监督。它凭借的国家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权利，而不是凭借国家权力和政治权力。在我国，人民



政协、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新闻机构及公民个人对行

政管理活动的监督，都属于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的有效性具

有两个前提：一是公共行政的透明度，二是社会监督必须与

国家权力体系的监督相结合。因此，社会监督不能直接产生

法律效力。 社会监督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主权理论和知情权理

论。 公众监督是指公民参与到司法机关、政府机关及其他事

业机关的相关事务中去，充分发挥公民的监督作用，实现“

权利制约权力”，以防治腐败。公众监督要宽形式和渠道，

方便公众参与。 舆论监督是指公民和社会组织通过公共论坛

批评包括权力腐败在内的不良现象，对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

的不当行为的监督与制约。其内容指一般公民和新闻媒体对

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的公开批评。 舆论

监督的特点：一是监督方式的公开化，二是监督表达形式的

直接性，三是监督效应的及时性，四是监督效果具有社会效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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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