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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政放權需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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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建設項目的全

部審批手續，過去要涉

及10個部門，經80多道審批環節，用時

300個工作日，如今只需50個環節、109個

工作日即可完成。一年前對一些企業而言難

以想像的「奢望」，如今已在一些地方成為

現實，這一切源於「權力清單」制度改革。

過去一年，李克強內閣已先後5次清理和下

放行政審批事項共416項，而任期目標是清

理567項。專家指出，當前該改革僅在國務

院和部分省區的行政審批領域初見成效，但

未來還需各省市縣拿出傷筋動骨的勇氣全面

實施，才能真正惠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

去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
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

推行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
公開權力運行流程，這是中央層面首次明確提及「權
力清單」。「十八大之前，『權力清單』這個概念都
幾乎沒有，只是在一些地方開始試點，據我所知，北
京市西城區最早提出要試點搞『權力清單』。」國家
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對本報說，「過去，政府一個部
門有多少項審批事項，多少行政許可，辦事具體流
程、具體環節是什麼，老百姓也不清楚。而這種暗箱

操作容易讓一些部門不斷增設門
檻，添加收費項目。企業、社會、
老百姓都叫苦不迭。」

發改委權力大幅「縮水」
十八大之後，中央提出「權力清
單」改革，要求各政府部門亮出
「權力家底」，特別是國務院提出
向社會公開下轄部門目前保留的行
政審批事項清單，以鎖定各部門行
政審批項目「底數」，接受社會監
督。隨後，國務院深改辦公開了國

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匯總清單，涉及60個有行政
審批事項的國務院部門，各部門目前正在實施的行政
審批事項共1,235項。其中，像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
重權部門的審批事項清單，與以往相比，已大幅「縮
水」。
汪玉凱指出，本屆政府「權力清單」改革與之前的

行政改革相比，亮點有三：力度大、難度大、公開度
高。李克強總理在去年三月全國兩會首次記者會上曾
經承諾，未來五年要取消和下放國務院各部門1,700多
項行政審批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567項目。到今年
三月份兩會召開之時，一年裡已經取消416項行政審
批，遠遠超額完成任務。

「含金量」收費項目取消
在這位著名專家看來，行政審批是一個政府部門權
力的最直接體現，行政收費與部門利益直接掛鈎，導
致改革難度加大。他說，上屆政府也推動過好多次行
政審批改革，但多是避重就輕，一些雞毛蒜皮的微不
足道的審批權被拿掉，而真正有「含金量」的收費項
目則很難取消。但此次改革可以說是攻難克艱，許多
沒有必要、卻有「含金量」的投資審批權被取消，使
改革真正落到實處。同時，將權力底單公佈於眾，全
面公開和透明化，接受社會監督，也是改革一大亮
點。

「全面清單」有望建立
「『權力清單』制度實施至今，各界反應非常正
面。」汪玉凱評價道，「十八大提出幹部清正、政府
清廉、政治清明，這是三個政治改革重要目標，構建
『權力清單』制度對實現三大目標意義重大。」自國
務院各部門公佈「權力清單」後，北京、廣東、湖
北、天津等地政府也開始籌劃。
汪玉凱指出，行政審批改革特別是「權力清單」制
度改革今後肯定會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和實施，並進一
步列出政府權力的「全面清單」。唯有省市縣這幾個
層面的政府機構真正實現簡政放權，讓這些改革具體
措施在基層政府全面實施後，企業和公眾才能夠真正
感受到改革的成效。
不過，上屆政府曾經六次推動國務院的行政改革，
但是成效不大，地方政府隨便取消幾項糊弄上邊的事
情常有，真正收費的項目依然保留。汪玉凱說：「自
身利益使政府部門在使用公權力時，過多地干預市
場，這已經成為政府權力運行的一種慣性，如果這方
面得不到有效遏制，審批改革和構建『權力清單』難
度很大，如果沒有壯士斷腕的決心，沒有傷筋動骨的
準備，行政審批改革很難推動。」

良藥先行 根治待解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正式提出，到

國務院各部門乃至一些地方陸續公開行
政審批事項，「權力清單」制度逐步由
執政黨的政策藍圖轉為各級政府的具體
行動，並贏得了輿論的積極肯定，這折
射着公眾對公權力依法行政的憧憬與期
盼。

徒法不足以自行
當下中國，依法治國任重道遠，權力

運行狀況與公眾期望仍存相當差距。因
此，「權力清單」的制度價值和現實意
義，無論怎樣強調均不為過。然而，
「徒法不足以自行」正如部分媒體所
言，實現權力入「單」並不必然確保照
「單」用權。規則與標準的實施不能依
賴於規則與標準自身。

從目前屢見不鮮的權力失範現象看，
權力運行規則與標準本身的粗疏和缺失
固然是行政弊病之一，但是部分政府部
門對規則與標準的輕視，以及對失範行
為的容忍甚至縱容，更是當下公權力問
題的真正「病灶」。換言之，當下行政
體系的主要弊病並非「無法可依」，而
是「有法不依」。

開列「權力清單」無疑是釐清權力與
市場和社會邊界的一劑「良藥」，是全
面深化行政改革的新起點，但奢望此舉
徹底根除積弊並不現實，改革不可能一
勞永逸，硬骨頭在後面。要真正解決這
一深層問題，還有賴於法治的有效落
實、官員深層理念的轉
變、社會公眾的剛性監
督。 ■記者 馬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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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清單」制度改革已經初顯成效，但國家行
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指出，「下一步在省市縣推動
『權力清單』改革將遇到不可小視的阻力。」改革
依然面臨着來自政府自身理念與既得利益兩方面的
阻力，本屆政府要有向權力「開刀」，從自身「割
肉」的勇氣。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四個目標，達致
改革的初衷。
汪玉凱認為，改革阻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

是傳統的觀念和價值，比如政府官員尚未樹立現代
政府的理念，比如政府角色理念、服務理念、法治
理念，沒有這些理念，官員很難接受簡政放權、取
消行政審批改革；二是審批部門利益在作祟，行政
審批事項太多，而部門審批越多，部門權力越大，
拿掉這些審核許可等於「割肉」。

杜絕操縱 打造陽光政府
汪玉凱指出，推動「權力清單」改革並不能徹底解

決中國政治體制的所有問題，但是該項改革如果順利

推動確實能夠解決一些關鍵性問題。他分析，「權力
清單」改革可以實現四個目標：首先，可以矯正中國
過去審批事項過多、過濫、操縱不規範的亂象，政府
對經濟社會的管控回歸合理範圍。「任何國家都會設
定市場門檻，但是門檻要合理，通過行政審批制度改
革可以使政府對市場設定的門檻相對比較合理，既能
發揮市場作用，又能發揮政府作用。」
其次，此次「權力清單」改革要求「公開透

明」，使行政審批許可權力運行在陽光之下，這為
矯正權力行為、規範約束權力過程都提供很大空
間，「只有讓老百姓監督，讓社會監督公權力，公
權力才能真正受到控制，儘管紀委檢察院能發揮一
定監督作用，但是公眾監督作用會更大。」

促進廉潔 提升政府公信力
推動「權力清單」改革的第三個目標是推動政府

理念的變化。「從過去的暗箱操作到公開透明，從
過去通過行政審批以權謀私與民爭利，到現在轉向

逐步為老百姓增加福祉，為社會公共謀取利益，這
一過程可能會很漫長，但還是有可能實現的。」汪
玉凱說。
最終，「『權力清單』改革的推動，有望促進權

力廉潔、高效的運行，改變『全能政府』的形象，
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2005年7月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行行政執法責
任制的若干意見》，各地方、各部門據此
制定、修改、廢止了一批職責交叉或者與
上位法相牴觸的執法依據，被譽為釐清行
政機關的「權力清單」。

2007年 30個省份梳理行政執法依據結果並向社
會公佈，基本釐清了行政機關的「權力清
單」。

2009年 中紀委、中組部主導在江蘇省睢寧縣、河
北省成安縣、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等三地
開展「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試點，要
求釐清權力事項，公佈「權力清單」。

2010年 一些政府機關在政務網站公開行政「權力
清單」，並利用博客、微博等拓寬信息公
開的渠道，創新了政府信息公開的方式方
法。

2013年11月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行各級政府「權力
清單」制度，公開權力運行流程，推行決
策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
結果公開。

2014年2月 國務院決定，向社會公開國務院
各部門目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
清單，以鎖定各部門行政審批項
目「底數」，接受社會監督。

所謂權力清單，是指對政府及政府部
門行使的職能、權限，以清單方式進行列

舉，並對外公開，讓民眾都知曉權力的「家底」。通過權
力清單，明確規定各級政府、各個部門的職責範圍、權力
種類與數量、權力使用的對象、條件與方式、權力使用的
約束與責任承擔等。行政機關履行職能、行使權力，應當
按照依法律、法規確立的清單進行，不屬於清單列舉範圍
內的職能和權限，行政機關不得為之。

矯正政府理念 從自身「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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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權力清單」制度對實現清廉政府意義重大。圖為南京地鐵站內的流動廉政教育
館。 資料圖片

■■山東省濟南市將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圖為市
民在政務服務中心辦理工商業務。 資料圖片

■■國務院要求地方建權力清單國務院要求地方建權力清單。。
圖為市民在海南海口市政務中心圖為市民在海南海口市政務中心
辦理業務辦理業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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