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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改的若干走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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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观瞻政改的操作,八个方面的问题和走向将考量相关决策机构以及政策制定者和众多执行部门的施政智慧。

  尽管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在中央政府的文告中十分鲜见,但一些地区敢作敢为(如顺德等地的“大部制

镇改市”)释出的信号,标志着政改在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和政要讲话后,已进入操作层面,也意味着新一轮改革的

智慧,更需要理性评估其走向,充分估计可能遭遇的困境,以前瞻思维探索可行的解决方略,将苗头性问题解

更平坦,走得更顺畅。理性观瞻政改的操作,八个方面的问题和走向将考量相关决策机构以及政策制定者和

  第一,改革效益评估坚持何种取向?在改革方案设计和具体操作过程中,效益评估最终体现在公众是否

体或个人是否得到公平的待遇；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是否得到更多的服务,这三者密切相关。 

  第二,责任政府如何建设?健全引咎辞职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可行路径之一。健全的引咎辞职制度是一

时、一事、一人,也能保证时时、事事、人人。 

  第三,政府转型是否注重了社会公众需求?政府转型不是看其投入多少资源、做了多少工作,而是要考量所做工作在多大程度上

企业、公众的需求。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再是均质性社会和单一的同构性社会,公众的需求日益差异化和多元化

动机制,了解公众需求并给予及时回应,是政府转型的重要方向和目标。 

  第四,改革是否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行政体制改革的透明度愈高,公众跟踪监督的可能性就愈大,还有助于公民了解

及其职能,方便公民办事及与政府的互动。政府权力的行使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任意、专断和暗箱操作。

恰到好处地降低服务成本,政府信息公开实乃可操作性方略。 

  第五,改革是否注重执政能力的提升?在权力分配完成后,应及时跟进在制度上予以规范,以制度化的方式明晰部

能免于因内部的不完善而出现这样那样的事端,就需要建设合适的制度来配置权力,避免过分集权或过分分

在富有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的“班子”,以及一批具有创新理念、开放意识和务实作风的领军人物。

  第六,大部门领导如何产生?可以试行“票决制”,以遏制因用人失察、用人失误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采用

民主推荐、考察预告、民意测验、组织考察和决定任用。如果组织部门和有关领导在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

且尊重了民意,特别是在不违背组织程序的前提下,让更多有资格投票的人参与表决,则反腐败的监督机制在

重要的作用。 

  第七,如何约束大部门领导?“宣誓”是新任政府成员任职的一项重要程序,是强化政府责任的重要手段

待在面上推开。然而,对新任政府成员仅有心理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心理约束只能通过内在道德的培

寻求制度上的防范。制度上的防范,就是确立以制度为主的新任政府成员管理新思路,就要对某些传统理念



  第八,政府行为边界是否明晰?各部门权力扩大之后,可能在相应领域伸出“无形的手”来支配资源,然而

程,政府均朝着亚当·斯密的“守夜人”角色过渡,其肯綮可以研判为各层级政府能否改变施政作风。“大部制

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政府。当下,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比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更难,也更重要。 

  (作者系《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