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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3/2021_2022__E5_85_AC_E

4_BC_97_E6_9D_83_E5_c61_93157.htm 建设部、发改委、财政

部、监察部、审计署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工

程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规定大型公共建筑工程的数量、

规模和标准要与“国情”和“地方的财力”相适应，设计“

要重视保护和体现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特色”。来自各地

的情况表明，当前国内一些大型公共建筑工程，特别是政府

投资为主的工程建设中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

不顾国情和财力、片面追求外形、忽视城市地方特色和历史

文化等。来源：www.examda.com 大型公共建筑工程的建设，

在中国的语境下，其中的许多是与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等联

系在一起的，因为这常被视为显性的政绩。于是，许多地方

争相建设“新、奇、特”的建筑，争先恐后地想建出“世界

第一”第一高、第一大、第一长⋯⋯至于财力，则是不必担

心的，官员们依靠任意追加预算、挪用其他款项以及举债等

手段就可轻松解决；而至于是否适应国情、历史文化的问题

，就更无暇考虑了，全国不是有183个城市都目标一致地要建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吗？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对大型公

共建筑工程建设的管理自然是极有必要的。这不仅关乎公共

财政使用的绩效问题，更关乎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不过，

仅有“方案设计必须符合所在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有关

规定”、“大型公共建筑方案设计的评选要考虑建筑外观与

传统文化及周边环境的整体和谐”等粗线条的规定恐怕很难

见效，必须有更具可操作性的措施。 其实，在许多大型公共



建筑工程与国情与财力不相适应的背后，是公众权利实现度

的问题。正因为公众的权利（比如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

）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无法得到落实，某些公共建筑的公

共性才大打折扣一方面，只体现某些领导的意志，而不合乎

公众的意愿；一方面，使用效率往往极低，拆了建、建了拆

。因此，这种可操作性就在于保障公众权利的实现。 首先，

要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体制。要让大型公共建筑工程要与财

力相适应，自然就要管好钱袋子，充分论证财政支出的合理

性，不能让领导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这就要求人大的财政预算监督必须体现出应有的刚性，政府

财政预算的编制必须进一步细化，让人大代表的审议和监督

更有的放矢，对政府及官员花钱的自我裁量权约束予以尽可

能的约束。 其次，要让公共决策名副其实。如今的某些公共

决策，根本已失去了公共性。公共领域的许多重大事项，在

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是由少数几个领导说了算，专家们的

意见只不过是用来“参考”，公众的意见更是听也不必听，

或者是只作出倾听的姿态但实际上却不屑一顾。所以，在大

型公共建筑建设问题上，不但要尊重规划专家、建筑专家、

环保专家等的意见，而且考虑到如今某些专家也时常为领导

所俘获的现实，还应通过公众意见调查、公众评议、公众听

证会等形式保证公众的参与权。对民意进行充分吸纳，对未

予采纳的意见则应逐条给出未予采纳的理由。 再次，还必须

有问责机制。如果不按照程序行事，没有就大型公共建筑的

建设听取民意，建得奢糜浪费，则必须受到严厉问责，人大

代表应及时向人大提请质询、罢免。 只有公众的权利得到充

分实现，公共建筑的公共性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建什么



、如何建、哪个早建哪个晚建等，都合乎民意、合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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