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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5419.htm 公共服务中的政府监管 最近一

段时间，随着群众对教育乱收费、看病难、药品、食品、矿

难等等的不满，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监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问

题，也有可能成为《申论》的考点。 一、公共服务监管存在

四大问题 首先的问题在于政府职能不清。从总体上看，现代

预算制度的缺失、公共审计的不完善、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

权方面划分不合理，导致了为全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

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效益不佳。在管理体制上延续了计划

经济时代的模式，很多政府主管部门同时扮演着事业单位的

资产所有者、政策制定者、付费者、监管者等多重角色。其

根本缺陷是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政府多重角色之间存在严

重利益冲突，妨碍了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改进。 其

次，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在社会公共服务各领域都设立了相

关的“负责”机构，但事实上，各主管部门的责任或者是模

糊的，或者是不合理的，“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非常

普遍。僵化、交叉、不透明、不可问责的管理体制导致了目

前公共服务出现的价格、质量、效率和覆盖不足等问题。 第

三，监管规则不完善、执行机制不健全。经过多年的努力，

我国已经建立了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律法规体系。但监管规则

体系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规则体系

缺乏统一性，不同位阶和部门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地

方法规与国家法规之间存在矛盾；法规体系陈旧落后，不能

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 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



规则的执行机制不健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过于密切的

关系，使得监管规则很难得到有效执行；政事不分还使得规

则执行缺乏公平性；现有的司法体制和行政管理能力也制约

了规则的执行能力。 最后，监管治理机制不健全。在政府对

公共服务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仍然发挥着主导甚至惟一

作用，包括行业协会、消费者保护群体、服务提供机构在内

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如媒体的作用未得到有效调动。 二、

政府需强化监管职能（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应在完善公共

服务体制的过程中加强政府监管。有效的监管体系，对于公

共服务事业改革和持续发展，对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完善

，对于有效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的建立，都具有基础性的作

用。 第一，应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的法律框架。 在宪法层面进

一步明确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义务，要求政府采取的措

施，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以保障全体公民享受

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 建立和完善现

代公共财政制度，建立规范的财政供养制度，并通过相应法

律，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同时，还应明

确政府、公民和不同形式的组织部门在提供消费公共服务方

面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明确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服务供

给主体的法律地位和税赋义务，并在法律上保证公共服务事

业放开准入、依法监管。 在合理界定政府职能方面，应改变

“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局面，建立合理、透明的检查和

考核制，在事业单位内部建立起完善的治理机制。充分发挥

审计、纪检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的重要作用。 第二，要建立

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现代监管体系。 强化政府监管职能，

形成包括完善的法律环境、专业化的行业监管机构，多种行



业自律组织、多级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多渠道的传媒和公

众监督在内的现代监管体系。改变政府部门自己制定政策、

自己执行政策、自我进行评估的格局。公共服务领域的监管

体系建设，应该纳入到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安排之中

。 第三，公平对待参与市场交易的各种市场主体。 第四，监

管内容清楚，监管程序完善，监管过程透明。 第五，建立一

支包括行业专家、经济学家、律师、会计师、财务分析师等

组成的稳定的专家队伍。 第六，及时而公平地进行监管执法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七，监管机构必须独立于被监管

主体。 第八，通过立法建立相关的制度对监管者实施监管考

核，追究相关责任。其中，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是政府管理

体制改革和监管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提高政府的监管能力

必须加快政府管理社会服务事业能力，其中主要包括建立完

善的监管组织体系，规范透明的监管程序、专业化和有责任

心的监管队伍。 相关链接： 2010年国家公务员行测每日一

练(7月22日)"#F2F7FB">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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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