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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就是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

好份内之事的公共权力使用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

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

例等制度的总称。问责制虽然是源于西方党争的舶来品，但

在我国出现、建立和发展，却是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建立和完善党政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实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化

举措，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法治政府、服务政

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的实现都有着重大意义。 2003年非

典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内的上千

名官员被问责，宣告我国正式启动问责制。其后，我国加快

了建立问责制的步伐。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试行)》公布，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

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

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

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国务

院在2004年3月引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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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又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

。2006年初，国务院正式把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列入政府



工作的议事日程，并专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理再

次要求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2007年4

月4日，国务院第17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第十七届中纪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强调，积极推

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严肃追究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

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2009年3月召开的国务院

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推

进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 问责情形有七种：决策严

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因工作失职，致使本

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

、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

，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

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

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

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

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

事件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

成恶劣影响的.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

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

、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 问责

方式有：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

免职。 问责对象有：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

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

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其他适用

人员：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

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 问责后



果：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

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

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2.因处置“617”事件不力，湖北石首市委书记钟鸣、市委常

委唐敦武被免职。消息公开后，近日在网上引发热议。对分

别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和直接领导责任的二人实行问责，不但

获得了网民的广泛赞同和支持，而且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敲

响了警钟。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出现“决策严重失

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等7种情形的党政领导干

部实行问责。石首市委书记钟鸣、市委常委唐敦武被免职，

符合规定7种情形的第5种：“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

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为广大党政领导干

部上了一堂生动的问责课。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制，意

味着从此以后一个地方一旦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等，

有关官员因决策失误、失职、失察等造成恶劣影响的，都必

须为此承担责任。此举无疑一下子绷紧了各级官员的责任神

经，把提高责任意识，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摆在了各级官员面

前。 3.基层是“新官”们发挥才干、实现理想的最广阔的舞

台。当前，部分“新官”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已经率先超

越了“家门-校门-衙门”的发展路径，走向基层，走向服务

型政府建设的第一战线。如清华大学研究生魏华伟、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欧阳卉等，都放弃了机关深宅大院的工作

机会，选择了河南、江西等地的农村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

点。他们也以自己勤奋而优异的工作表现赢得了村民的尊重

与社会公众的瞩目，成为时代“新官”的典型。 不久前，29



岁、拥有清华大学硕士文凭的周森锋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

，24岁的海归硕士赵臻出任昆明市委办公厅厅务委员，这两

则消息都引起全国媒体的强烈关注。然而他们并非特例，昆

明市公开选拔60名副县级干部，当选者有30名属80后，赵臻

只是其中之一.湖北省近日也发布公告，公开选拔215名年轻厅

级和处级干部。 其实，在周森锋、赵臻之前，已有一批80后

干部在各地政坛崭露头角。去年3月，28岁的张辉被任命为共

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今年初，25岁的孙靓靓被任命为共青团

泰州市委副书记。虽然没有确切数字公布，但毫无疑问，在

各地党政机关中，为数不少的80后已经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

。 “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当前完善干部队伍结构的迫切需

要。”昆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康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干部队伍学历偏低、年龄偏老的情况仍然突出，如果

不加大选拔年轻干部力度，今后恐怕会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

。 以昆明市为例，前年和去年县区级党政领导班子换届时，

要求新班子配备一名35岁以下的干部，有几个县区竟然一个

都选不出来。现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大多数人出生于上

个世纪60年代，出生于70年代的只是少数。 干部队伍年龄结

构偏老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今年2月，党中

央制定下发《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

设规划》，对新一轮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行部署，这是

党中央首次制定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3月30

日，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强

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形成有利于优秀

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继续坚持“论德才、讲实绩

、重基层、凭公论”的用人导向，建立领导班子集体和干部



个人“办事档案”。 4.在干部问责上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

眼睛一般都盯在重大事件和重大事故上，重大事件与重大事

故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

，对这一类问题当然要问责，而且应该加大力度。但是，如

果把问责仅仅局限于这一类“非常态事件”上就过于片面，

也不符合干部问责的客观要求。领导工作表现在方方面面，

领导者的领导品质、领导作风、领导能力如何，大量的是通

过日常工作反映出来，现在，人民群众对现实存在的一些干

部腐败、作风霸道、能力平庸等问题无处诉说，从根本上讲

就是在平时缺乏问责途径。实行问责工作常态化，就是打破

问责范围只局限于重大事件与重大事故上的误区，把领导者

平时各方面的工作表现都纳入问责之中，既追究官员在重大

事件、重大事故中的过失责任，也追究他平时工作中各方面

的操守表现，特别是领导品质上。所以，如果问责真正达到

了常态，一个领导者与工作相联系的所有方面都有被社会询

问并进而失去职务的可能，那么，各级干部的为官之弦无疑

会绷得更紧，为官之责无疑会记得更牢。这样，也就不会等

到一个小芝麻官涉嫌了数千万元金额时，才引起各方面的觉

察和重视。 在西部地区某县，县委书记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

认真算好“政治账”、“经济账”、“身体账”和“家庭账

”，把一时的贪图享乐而违反党纪国法和自己一生的政治前

途、经济收入、身体精神状况和家庭幸福进行对比分析，提

高拒腐防变能力.要准备好“三盆水”：第一盆水勤洗头脑，

保持头脑清醒和思想的纯洁性，第二盆水勤洗手，保持两袖

清风，第三盆水勤洗脚，保证一生走正道。这一要求做得好

。做到这一点，就能加大对贪污腐败现象的查处力度，严厉



打击贪污腐败、跑官要官、“带病”提拔等违法乱纪行为.就

能加大监管力度，构建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就能加强制度建

设，完善科学民主决策制度、项目推进监管制度、责任问责

制度，积极推进制度改革，增强制度的执行能力。 有监督检

查制度，就必须有对责任者的常态化问责制，这是建立官员

责任感的关键。有了常态化问责制，我们就能遏制一些违规

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继续进行，就能阻止为了捞取个人好

处，无效益投资四处横行，就能防止几百万、几千万乃至数

亿元的为捞好处的投资打了水漂，总之，有了常态化问责制

，就能有效防止官员犯罪的现象发生。 5.问题官员的复出问

题，正在使问责制陷入一种尴尬困境。 一方面，官员的复出

，不论多么不事张扬，依然招来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其中

最扎眼的人物包括瓮安事件中的县委书记、火车出轨事故中

的济南铁路局长、派警察进京抓记者的辽宁西丰县县委书记

、在全国哀悼日期间组织公款旅游的山东滨州市工商局长，

以及阜阳假奶粉案中的一众官员等等。他们虽被问责，陆陆

续续地却又另任新职，继续其“领导干部”生涯，令观者大

跌眼镜。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受处分的国家质监局官员，竟

然在处分令下达之前先接到升迁令，被认为是一桩“击破底

线”的诡异事件。“华南虎事件”中的责任官员，问责过后

，仍然有“我自岿然不动”的洋洋得意，更是令人产生心理

上的反感。 另外一方面，官员队伍中对于问责举措，也有强

烈反弹。最典型的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官员公开对林

嘉祥表示同情，认为这是网络杀人，林只是个倒霉蛋。如此

直言不讳，很可能反映了某种广泛积聚的情绪。一个可供参

考的数据是，2007年，全国主要行政执法部门被追究责任的



有将近6万人次.2008年，约达8万人次。在这样一个庞大群体

中，除掉被法办和被开除公职的之外，会有多少人谋求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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