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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年法学人才文丛·法治视野下政府权力制约机制研究：以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为视
角》对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三大核心权力的制约机制问题进行研究。
总体上分为四大部分，主要包括：从理论上建立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制约机制的分析框架；
各级政府权力内部制约机制的现状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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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蕾，女，管理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政府治理、行政体制改革。
在《浙江社会科学》、《经济体制改革》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参与编撰著作3部，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社会基金项目等重大课题在內的科研课题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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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调查显示，地方公务员认为当前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中存在问题的第二位因素
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权力界限不清晰。
66.4％的被调查者持有这一观点。
事实上，这个因素和第一个因素之间是互为补充的，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合。
决策权与执行权不分恰恰说明了决策权、执行权以及监督权之间的权力界限不清晰，在实际运作中，
三者常常交织在一起。
权力界限不清，就意味着责任界限不明。
就行政体制而论，中国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多同时兼有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权力，“异体”监督、制衡
的力量明显不足，各部门基于多种原因往往会谋求更大的权力，同时规避相应的责任，不仅可能造成
部门利益的扩张，而且可能导致部门协同、整合的困难，阻碍政府整体战略目标和政策意图的实现。
这样就引出一个问题，权责平衡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提及，主要是因为，决策与执行分开改革思路本身就有针对两者不清晰的含义。
这种不清晰并不会因为分开而使双方各自自然而然就清晰和平衡起来。
权力责任不平衡在传统体制中是被改革的对象，在决策执行分开的新体制条件下也是决策和执行机构
矛盾冲突的根源②。
因此，应明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的权力边界，这样才能为三者之间的责任划分提供基础。
所以追求三者各自的权责平衡，是改革方案设计上应该也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前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中存在问题的第三位因素是监督权乏力。
65.1％的被调查者持有这一观点。
当前我国政府的监督主要是靠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和内设部门、工作人员之间的相互监督。
监察、审计、财政、人事等部门相对于其他职能部门而言，负有较多、较专业的监督职能，只是它们
和一般部门在行政级别上是平行的，监督的能力和权威性不能达到更高水平。
总体来说，我国目前监督权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
权；二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异体监督力量弱小，监督功能不全，没有形成监督合力。
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对分离改革的特色是将监督作为一个和决策、执行相对而言更具有整
体性的职能块独立地显示出来，强化它的功能。
无论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在性质和构成方式、运行方式上有什么区别，由于它们都履行行政权，所以
都要接受监督部门的监督。
但要真正发挥监督权的作用，就必须在改变其隶属关系的同时，还要提高其行政级别。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监督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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