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首页 | 首页 | 学报简介 | 规章制度| 编辑队伍 | 本期栏目 | 各期回顾 | 投稿征订  

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建设初探 

发布日期 ：2006-6-12 11:26:45         作者:马霞  

                                        马 霞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浙江温州325011） 

    摘要：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建设状况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能否在国家行政系统得到有效的落实。本文从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与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关系出发，首先对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内涵及要求进行了分析，继而讨论了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四

种能力以及三种观念，最后阐述了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途径和必须处理好的关系。 

    关键词：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依法行政观念 

    中图分类号：D5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6)02-0114-04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作为党执政的重要主体，其依法行政能力的建设状况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能否在国家行

政系统得到有效的落实。只有大力加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建设，才能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本文首先对领导

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内涵及要求进行了分析，继而讨论了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四种能力以及三种观念，最后阐述了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

政能力的途径和必须处理好的关系。 

                          一、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内涵及要求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

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等。依法行政能力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原则和观念按照法定职

责和权限实施行政行为并承担相应行政责任的能力。 

对于依法行政能力的内涵，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概念。一般认为，依法行政能力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掌握并运用法律实施行政管理

的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尊崇法律的意识。法律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且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所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就是对人

民的信仰，对法律的忠诚就是对人民的忠诚。 

    2.熟悉法律知识。这是依法行政能力的知识前提。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要掌握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知识，要知道手中的权力从哪里

来？权力边界在哪里？同时，还要掌握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法律、法规，并具有自己所从事专业的法律知识。 

    3.用法律思维来研究情况、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能力［1］。 

行政机关领导干部的职位要求与一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同，其工作不仅有实施或执行的职责，而且有行政决策、宏观规划和监督管理

等职责，管理幅度加大、决策层次提高，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综合和宏观，需要其具有更高的素质和更强的能力；不仅要求本人要做

到依法办事，还应以身作则，抓好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队伍整体素质等等。加强领导干部学法工作，强化广大干部的法治理论素

养、宪法观念和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知识，有助于培养领导干部依法运用权力、依法制约权力的意识；有助于提高领导干部遵纪守

法、廉洁奉公的自觉性，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有助于克服以言代法、以情代法、以

权压法的现象，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守法、护法的良好风气。 

                         二、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四种能力以及三种观念 

    各级领导干部是依法行政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处于依法行政的主导地位。可以说，一个单位能否坚持依法行政，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强弱。领导干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提高自己依法行政的能力： 

    1.依法决策的能力。近几年来，通过抓法制化建设，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我们也不难看



到，个别领导干部在做决策、发指示、讲意见时，还习惯于凭主观意志和个人经验办事，忽视了法律法规在决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结

果给工作造成不良影响，交了一些本不该交的“学费”。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决策的失误是

最大的失误”的观念，在做出决策前，严格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在进行必要的法律咨询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可行性方案；在决策过

程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搞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式决策，确保决策的合法性。 

    2.依法监管的能力。在行政工作中，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执法不廉等现象，究其原因是少数行政人员法律

观念淡薄所致。虽然表现在执法队伍，但根子在领导干部。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革除行政执法的旧思想、旧观念，树立“守法推

定”的理念；行政执法既要保证守法者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干扰，又要坚决打击违法活动，从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树立执法为

民、以人为本的理念，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坚持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严肃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3.依法抓工作落实的能力。各项工作在谋划决策部署之后，关键是落实，落实工作做不好，决策再好也是一纸空文。一些单位工作

落实不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少数领导干部不善于运用法规制度抓落实，比如有的只把眼睛盯着“上头”，有的满足于会开过了、文

件发下去了等。为此，领导干部应跳出单纯盯着“上头”抓工作、习惯凭老经验办事的思维定势，切实增强依据法律法规制度抓工作落

实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依法行政不出梗塞、断层和空档。 

    4.依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容易使矛盾激化甚至出现事故纠

纷，从而影响监管工作、影响队伍形象、影响行政效率。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新形势下，要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能

单凭个人感情和行政手段，而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因此，领导干部必须着力提高自己运用法规制度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带头学

法、知法、懂法、用法，努力提高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及时将各种矛盾和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保证和谐发展，保证工

作顺利开展［2］。 

    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的同时，要牢固树立以下三种观念：1.职权法定和权责统一的观念。任何行政职权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须符合法

律。承担责任是现代法治政府的第一要义，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理应承担起与权力对等的责任，对人民负责；政府违法行使权

力要承担责任，违法不作为也要承担责任。2.法律权威的观念。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带头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

护法律的权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或者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不得

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3.依程序行政的观念。在当前情况下，依法行政特别要树立依程序行政的观念，完善行政

程序方面的法律制度，做到任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时，必须遵守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在行政决定过程

中应当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与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在做出不利于相对人的行政决定时应当给予陈述和申辩的机会

［3］。 

                     三、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途径和必须处理好的关系 

    依法行政是新时期对领导干部的更高要求。提高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能力，首先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特别要提高行政领导

的法律意识。我国的行政机关及其行政权力，虽是由宪法规定和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并授权的，是从属于人大的国家权力，但由于行政机

关直接掌握执法权，它不同于立法权只是一种“理论力量”，而是一种“实践力量”，因此，对行政权力除通过外力加以制约外，对行

政主体要求有更强的法律意识以自律，增强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本领。我们认为，提高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能力应该主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的途径着手： 

    1.提高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能力，必须积极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促进政府职

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对不符合市场经济和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要修订，该废止的要废止。要把

改革现行行政审批制度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压缩、减少行政审批，尤其是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行

政审批。 

    2.提高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能力，必须强调依法定程序办事。行政程序是科学管理的方式和步骤的法制化，是科学性与法律性的统

一。一切实体权力都必须用行政程序加以实施，一切实体上的弊端也必须最终在程序上得到解决。例如，法律赋予税务官员一定的减免

税实体权力是必要的，但它又可能给税务官员带来贪污受贿等弊端。克服这些弊端不能靠削减实体权力来解决，而必须要运用程序上的

规范来解决，例如公开减免条件、增加审批环节等。由此可见，关于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定是行政操作的法律规定，程序的完成过程就是

法治的实现过程，也是依法行政的具体化过程。因此，做到依法行政，必须要重视行政的民主程序意识，尤其是行政领导要带头遵守行

政程序。当前要着重健全和执行职能分离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听证制度、行政公开制度等程序。 

    3.提高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能力，还必须健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机制。由于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机关是管理者，相对一方是被

管理者，行政机关具有我命令你服从的特权性质，在这种法定强弱不平衡的情况下，要做到正确行使权力，防止滥用权力，除了自身自

觉依法行政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完善监督机制。当前，要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

监督等全方位的监督作用，特别要在提高行政执法的公开性、透明度上下功夫，真正把行政执法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要提高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能力，还必须认真处理好三个关系。 

    1.正确处理法定权力与领导行为的关系，强化依法行政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对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要求不断提高，但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备和传统领导行为的影响，相当一部分行政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理念还不强，能力也参差不齐。



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一情况，注重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紧密结合实际，带头学法、懂法、用法，弄清楚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坚持法律至

上，做到不失职、不越权，既防止和避免滥用权力而损害经营者利益，又强化管理、提高行政效率。 

    2.正确处理行政动机和行政效果的关系，领导干部要讲究依法行政的方式方法。在实施法定行政权过程中，如果只有良好的动机和

出发点，而没有正确的行政方式方法，就达不到良好的行政效果。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如

何，更加突出地体现在方式方法的改进程度上。其方式主要表现为制度的健全和可操作性；其方法则是如何及时、有效地将制度变为现

实行为。 

    3.正确处理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的关系，把握好依法行政的裁量尺度。面对丰富多彩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各级领导干部要提

高依法行政的能力，还必须正视现实，在行政过程中既要坚持法律、法规的严肃性、规范性和一致性，又要掌握管理主体的多样性、可

行性和独立性，善于处理好合法与合理的关系［4］。而对于这一关系理解越透彻，处理越到位，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就越高。其

中最关键的就是在两者结合之中，把握好行政执法的裁量尺度，做到公正、公平，既确保该管的准确管到位，又避免不该管的瞎管、乱

管。当然，在把握依法行政的裁量尺度时，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守住法律法规的底线，决不能以权谋利，徇私枉法，滥用

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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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Abilities of Leading Cadres According to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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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ane Department, Zhejiang Dongfang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Wenzhou 325011,China) 

    Abstract:The condi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abilities of leading cadres according to law 

directly relates wheth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abilities of the Party can be practicable effectively in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system. This article, start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ing abilities of the Party 

and the administration abilities of leading cadres according to law, analyzed the intension and requests of the 

administration abilities of leading cadres according to law at the beginning, then discussed four abilities and three 

concepts the administration abilities of leading cadres according to law, and expounded the ways and well-handled 

relationships of the administration abilities of leading cadres according to law in the last.

    Key words:leading cadre; administration ability according to law; administration concept according to law

 

本网站由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维护制作  

All copyright ©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