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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考试序幕已经拉开，广大考生正在进行紧张的备考。在此

关键时刻，通过对历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的研究归

纳、总结了十大热点问题供广大考试备考参考。 倾力打造”

法治政府“ 直辖后的新重庆是我国幅员最广、人口最多，集

大城市、大农村、大移民为一体的特大城市。面对这一特殊

的市情，近年来，重庆市政府推出旨在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

”四项制度“，即《重庆市政务信息公开暂行办法》、《重

庆市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重庆市行政机关规范性审

查登记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这四项制度在第三届（20052006年度）”中国地方政府创

新奖“评选中，赢得了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获得创新奖

。 政务信息公开 打造“阳光政府” 2004年，重庆市政府制定

了《重庆市政务信息公开暂行办法》，这是打造”阳光政府

“的一个重要举措。 该项制度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的，其他政务信息都必须公开。该制度自当

年7月1日实施以来，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城市总体规划

、公务员选拔任用情况，以及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标、建设和

使用情况等20类政务信息，都要通过政府公报或者报纸、政

府信息网、广播电视等公共媒体公开。 目前，重庆市已完善

了三级新闻发布机制，即市政府新闻发布，各区县人民政府

和市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新闻发布，高等院校、国有大型

企业新闻发布，将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和重要



事项的办理情况，定期予以发布，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的落实情况及时予以发布。 在打造”阳光政府“过程中，

重庆市努力整合政府信息资源，在全国省级政府中第一个提

出并实施网站群共建的模式，实现了部门网站内容实时在门

户网站上公布。其中”政府文件“收录直辖以来市政府规章

近3000件，是国内政府网站中时间跨度最大、最完整的政府

规章库，是人民群众了解政策的重要信息源和检索库。 行政

首长问责 打造责任政府 按照行政首长问责制规定的程序，市

长可以直接启动问责程序，也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举报、控

告、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察部门、

审计部门、司法机关的问责建议启动问责程序。问责事由包

括责任意识淡薄、重大决策失误、监督管理不力、不依法行

政等18种情形，不仅对责任事故要问责，对”不作为“、”

乱作为“的也要问责。 2004年9月25日，在石柱县牛栏口桥上

发生一起特大交通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市长依据”问责

暂行办法“，及时启动问责程序，石柱县委副书记、县长岳

中焕引咎辞职，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20人被追究了党纪政纪

责任。据了解，重庆市加大了行政责任追究的力度，一批有

行政过错的责任人受到了严肃的行政问责。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06年底，全市已实施问责49例，追究领导干部89人，

从而保证了政令畅通，促进了依法行政。 不仅如此，行政首

长问责制还促进了行政机关正确履行职责和改进工作作风。

行政首长问责制实施以来，该市多数区县（自治县）政府和

市政府部门制定了实施办法，建立了相应的行政问责制度，

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三级问责体系。渝北区交通局因交通建设

特别是乡村公路建设滞后、城区公交车管理混乱、整改效果



不明显等问题，在民主评议政风行风中连续两次排名倒数第

一。 为此，区委、区政府于2005年2月22日责令区交通局局长

等5名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辞职，这在全区干部中引起了强烈震

动。各部门千方百计添措施、想办法，简化办事程序，缩短

行政审批时限，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服

务态度有了明显改变。 行政决策听证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2005

年11月11日下午5点，网页上的数字跳动到83610，最终定格。

这是重庆市政府举行的全国首次网上立法听证会，就《重庆

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以人为本创新和规范行政执法的决定》

中涉及的行政执法方面的10大问题进行听证。首次网上听证

会共吸引了8万余人次的网民点击参与，在线建议达300多条

。 ”网上听证这种形式是行政民主的体现。“作为8位公众

陈述人代表之一的重庆市委党校徐继敏教授说。 在此前

的2005年4月，重庆轻轨的票价问题，也在重庆市民中引起了

广泛争议。政府部门及时召开轻轨票价听证会，以听取各方

意见。轻轨公司提出价格不分段，一律15元，群众反映票价

偏高。听证会后调整为全程票价5元，实行分段计价，起步价

为2元。由于票价降低，为了维持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行，市财

政每年补贴5000万元。家住九龙坡区杨家坪，工作在渝中区

的王先生，每天上班乘坐轻轨，他说，通过政府举行听证会

，市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按照《行政决策听证暂行

办法》，行政决策涉及事项或调整收费项目及标准、重大建

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直接和广泛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立

法项目等11个事项都应当进行听证。《办法》还就如何保障

群众广泛参与，如何规范听证活动、如何科学集中民意等作

出了规定。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7月1日该办法实施以来，



全市各级行政机关举行决策听证会达到1000余次，受到了人

民群众的好评。 部门文件审查 避免政出多门 加强对”红头文

件“的监督，避免政出多门。2004年7月1日，重庆出台了《

重庆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审查登记办法》。这项制度规定

，市政府各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涉及行政许可、收费、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等事项的，必须送市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

审查，并由政府办公厅统一登记编号。 该项制度着力解决行

政机关滥发文件、文件相互打架以及变相或直接谋取部门不

当权力和利益等问题，以保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

法制的统一。该制度实施两年半以来，重庆市政府共审查各

区县（自治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的规范性文件355件，其

中准予登记和备案315件，不予登记和备案40件。同时，各区

县政府参照该项制度也审查了本级政府各部门及乡镇政府大

量的规范性文件。 该项制度规定，管理相对人可以启动对抽

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程序。重庆市政府处理了7件由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建议，有效地维护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有两份”红头文件“还是由普通公

民提请审查的。一件是《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实施〈重

庆市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管理办法（试行）〉的批复》，公民

对该文件规定的执法主体的合法性问题要求审查。另一件是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生猪定点屠宰厂（场）

设置规划〉的通知》，有公民提出关于定点屠宰生猪的流通

限制与国家动物防疫法不一致。为此，重庆市人大有关专门

委员会会同重庆市政府法制办及相关部门、市高级人民法院

多次沟通，现已议定处理意见。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有关人士

说，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向国家权力机关提请审查”



红头文件“是一件新鲜事物，今后将逐渐增多。它标志着公

民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提高。 创新，是年

轻直辖市不懈的追求。在2004年推出创建法治政府”四项制

度“后，重庆在执法联动、建设领域行政审批、区县扩权、

乡镇转型等方面进行改革。比如建设领域的”五大环节并联

审批改革“，企业在改革前，从选址到验收需要分别到20多

个部门跑手续，改革后，只需到四个部门，”关口“精简了

五分之四，时间比改革前减少了一半多。 相关推荐： 重

庆2009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法治问题 2009年重庆市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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