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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行政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从源头上可防治腐

败， 保证人民赋予的行政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

谋利益，是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干部

队伍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

定的重要保证。 但从目前看，我国现行的行政权力监

督体系，仍然存在弱监、虚监、漏监等问题。 由于缺乏

严格科学的行政权力监督体系，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出

现滥用行政权力、贪污受贿、生活作风腐化等违法乱

纪行为。因此，应健全行政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强化领

导干部严以用权意识。 应着力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构建科学协调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健全一个互

相制约、结构合理、管理科学、互相促进的行政权力运

行体系，不断增强行政权力监督主体的独立性，使监

督客体处于严密的监督之下，是构建科学协调的行政

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途径。 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考

虑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使行政权力结构本身成为

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 健全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党政

领导干部辞职等制度，进一步规范各级党委、政府和

领导干部的行政权力和责任。 通过健全巡视制度，全

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 进一步强化监督权，
加大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工作监督力度。在政府机

关，坚持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原则，把科学民主

决策、依法行政、健全行政监督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

准则。 政府各级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决策权、执行权和

监督权相互制约、协调的行政权力结构，做到有权必

有责、用权受监督。
促使行政权力分解合理科学。构建科学合理的行

政权力体制，做到行政权力适当分工制约，避免绝对

行政权力， 权责相符等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防止行政权力过分集中，应合理分权，简政放权，把

一个部门、一个岗位负责的某项职能或行使的某项行

政权力，改为由多个部门、多个岗位、多人交叉负责。
另外，尽量减少管理环节和层次，取消不必要的管理

权、审批权、分配权等。
积极推行公开办事制度。 办事公开包括政务公

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等。凡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

的事项和用权行为，政府都要做到向干部、群众和社

会公开。 通过推行办事公开制度，进一步规范行政行

为，提高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使政府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的行政行为受到广泛监督，有效防止暗箱操作等

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此外，可通过立法形式，明确规

定政府对政务公开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包括政府向公

民答复及解释的义务，以及公民个人享有的知情权和

咨询权等。
构建健全的监督网络体系。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

然导致腐败。 构建健全的监督网络体系，应包括以下

方面：一是健全党内监督网络体系。 包括重大事项报

告、个人收入申报、廉政档案、民主评议制度等。 二是

加大人大监督力度。 健全司法、财政、金融、发改等重

要部门定期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强化对政府重要

部门的监督；健全对地方政府、部门执行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年度任务、计划完成情况的监督；健全开展专

项视察检查活动制度， 保证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是健全对行政监督的范围。监督范围既包括上级国

家行政机关对下级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实行

监督，还包括各级行政机关领导人对下级行政管理活

动和职能作用发挥情况实行监督。特别要健全对掌管

人权、事权、物权部门的监督。 四是健全审计监督。 审

计和纪检监察要形成监督合力，共同担负起对各级领

导干部在任期间的经济责任的审计任务。五是扩大民

主监督范围。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群众团体、新闻媒体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和优势，构建强有力的监

督网络体系。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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