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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官员问责制度近年来在中国内地的广泛兴起，彰显了公共行政发展日益明晰的责任诉求与民主价
值。
尽管问责制度在香港的产生仅早于内地一年，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太多必然的联系，而更多的是各自
在改革诉求与发展困境上所面临的问题的相同与不同。
本书选取了比较研究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首先理清了“政府责任—行政问责制度—高官问责制度”
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链条，而后基于对官员问责制度内涵、要素、价值和运行程序等的一般性分析，
对中国内地与香港的问责制度进行了多视角的比较研究，并在此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两地构建官员
问责制度的反思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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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蕾，女，1979生，公共管理学博士，上海大学公共管理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责任问题、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迄今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科学研究》、《公共管理学报》、
《福建论坛》、《探索》等国家核心期刊和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报刊复
印资料”等权威刊物转载。
完成学术专著《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研究》（合著），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府官员问责制度研究>>

书籍目录

第1章 导论
 1．1 相关范畴界定
 1．2 学界研究现状
 1．3 题义价值论证
第2章 问责制与政府责任的实现逻辑
 2．1 理解政府责任
 2．2 行政问责：政府责任的实现机制
 2．3 官员问责：行政问责的核心机制
第3章 问责制度设计思路的比较：本土自创与模仿移植
 3．1 制度设计的两种思路
 3．2 内地：基于本土发展的制度创设
 3．3 香港：西方问责制度的移植和改造
第4章 问责制度构成要素的比较：主体、客体与运行机制
 4．1 问责主、客体的共识与差异
 4．2 问责运行机制的比较
 4．3 共同的缺陷与不同的困惑
第5章 问责制度现实价值的比较：一般诱因与特殊诉求
 5．1 问责制度的一般诱因
 5．2 内地官员问责制度：重塑行政文化与干部人事改革
 5．3 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问责制度：利益平衡与政治诉求
第6章 问责制度发展要素的比较：积极推进与消极制约
 6．1 政党政治发展的支持性作用
 6．2 公民参与意识的推动作用
 6．3 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作用
 6．4 改革预期的限定作用
第7章 问责制度构建模式的比较：发生、改进与定位
 7．1 发生模式：危机决策与常规决策
 7．2 改进模式：单项规则与制度体系
 7．3 性质定位：行政改革与政制改革
第8章 结束语：比较之下的反思与借鉴
 8．1 稳定是一切改革的保障
 8．2 改革战略与切入点的选择
 8．3 体系化的制度设计与改进
附录
 附录1：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问责制新架构
 附录2：香港特别行政区《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
 附录3：《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附录4：《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附录5：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问责制实施前民意调查结果
 附录6：香港公众对管治表现的评价
 (2003年-2005年调查结果)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府官员问责制度研究>>

章节摘录

　　1.官员失范行为的发现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在官员问责制度中，首要的程序性环节是对责任主体有无行政失范的事实，以及是否需要启动问责机
制的判断。
这是运行问责制的首要前提条件和关键环节。
并非所有的官员失范行为都需要通过问责机制来追究责任，同时问责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重大决策失误
或伤亡事故的责任追究上，而更应该包括官员的一些隐性失职、决策不当、用人失察和其他一些领域
的“延时”了的问题和失误。
　　责任失范问题的发现有赖于常态化的责任监督机制，其有效性需要三个保障：一是一套科学、精
确的责任标准体系。
有了这个“责任坐标系”，任何行政失范行为都可以放在其中，成为坐标系中可见的而不是抽象的一
个点，并以具体化的指标或参数体现出来，从而准确、有效地认定该行为是否列属于行政失范行为，
以及是否需要启动问责机制；二是广泛的参与主体。
政府官员行为所涉及的是管理行为中最为复杂和难以把握的领域。
行政领导的个人精力和权力所及，在复杂的公共行政活动中往往显得微不足道。
因此广泛的参与和论证理应成为判断官员行为的重要手段；三是一系列完整且相对独立的问责监督机
构，可以是权力机关、专门监督机构或是政治团体等，甚至是专门的问责机构，同时必须具备两个条
件，即这个机关必须以监督政府行为，尤其是行政官员的行为做为自己的核心使命之一，此外最关键
的是，其监督行为不能受到其他外部力量的干扰和阻挠。
　　2.官员责任的解释　　即使在理论上责任的划分已经明确，但静态的标准和规范在实际运行中并
不能自动产生一个评价体系。
行政官员是否依法行政，有无失范、越权、缺位行为以及行政行为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都是单纯依
赖静态的标准体系所无法解决的。
因此在问责制度进入操作性层面以后，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标准、原则以及政策制度的适用与执行
。
具体而言，就是要结合宏观的制度原则与中观的地方和部门法规制度，对所发生的具体行政失范行为
的责任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认定在当时的状况下，应当如何运用和推行相关的制度法规，进而形
成该次问责运行的主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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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光明学术文库》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该出版工程采取“媒体发动，学界审评，光明出版，社会馆藏”的形式，常年征集、精选哲学社会科
学领域的优秀原创学术成果，及时向社会传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新思想、新发现、新进展
，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
　　《光明学术文库》将秉承光明日报“理论前沿型、学术探索型、知识密集型”的传统风格，精心
组织、精心编校、精心出版，充分发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宣传推广这项国家重点
图书出版工程，力争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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