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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决策民主化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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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分析地方政府民主决策的现有途径及存在 问题的基础上，提 出了完善地方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基本设想。 

关键词 ：政府决策；民主化 ；途径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O3)02—0079．02 

The Research of Democratization Oil M aking Policy for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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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existing way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of local government，this pa- 

per puts forward the basic imagination of perfecting the democratization on making policy for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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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方政府决策民主化是回应时代挑战的必然要求 

首先，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 日新月异，正在撞 

击并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与此相联系，各地方政府 

也面临着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新挑战，决策愈显出专业化、 

综合化、前瞻性的发展趋势。面对这种局面，单凭个人经验 

进行决策显然无法胜任 ，只有 集思广益 ，扩 大民主参与 ，实行 

合理、规范、高效的科学决策，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 

观要求。 

其次 ，我们正在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 

强 国的宏伟事业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面对瞬息 

万变的国家政治背景 ，面对随着改革 的 日益深化可能随时变 

化的复杂形势 ，作 为驾驭社会全局 的各 级政府，在做 每项重 

大决策时 ，必须精心论证 ，统筹兼顾 ，吸纳多方 意见，尽 量避 

免管理中的失控和无序 ，减少决策 中的失误 和盲 目。因此 ， 

推进地方政府决策民主化进程 ，探索 民主决策的途径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地方政府决策民主化的主要途径及存在的问题 

(一)决策层 内部集体讨论局限于形式 

独断性与封闭性并存。El前，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者独 

断专行，党内集体讨论并不能真正影响或约束领导者滥用职 

权 。少数当权者以个人的情感 、好恶 、主观意志做 出判断，重 

大决策不通过充 分研 究、论 证 ，即使讨 论 了也 局限 于形 式。 

另外，随意性与片面性并存。在决策程序中，不是先形成几 

个预备方案，选取最佳方案，而是考虑地方部门特殊利益，由 

领导人拍板决定，结果导致决策不能反映事物本质，不符合 

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民众参与缺乏完善的制度保 障 

民众主要通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听证 

会 、政务公开等途径参与地方政府决策 ，但没有 健全 的制 度 

保障。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 国人 民民主专 政的政权组 织 

形式，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地方各级人大代 表虽然可以提 

出合理的建议影响决策 ，但毕竟只代表了部分人或部分利益 

集团的想法 ，民主参 与的范 围太 窄，而且人大代表 的权 力有 

待扩大。政协议员也 只能代 表少数群众 的呼声。所谓 完善 

人民大会代表制度的问题，就是要把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 

的权利逐渐地 、完全地 、不折不扣地实现出来(李景鹏 ，2001)。 

政务公开是民主决策的基础。列宁曾说过：“没有公开 

性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 的。”政务公开的 内容 除涉及党和 国 

家机密外 ，凡是人 民群众关心 的政策法规 、重大决策事项 、经 

济与社会发展 目标 、财政收支、组织人事 以及关 系人 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事都应公开。但由于涉及各级政府的部门特殊 

利益，能真正公开政务的“阳光政府”并不多见。 

现在 ，一些地方政府的物价部 门对重大 的价格决策引入 

了听证程序 ，有利 于媒体和公众 了解 事实 ，有利于政 府与群 

众的联系 ，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性。虽然听证制度在 中国 

开始生根 ，但 El前还只限于少数几个领域 ，范围较 窄，程序也 

很不规范具体。从操作的层面看 ，各地方 政府部 门对 听证制 

度的实行做 了许多努力 ，但真正举行听证会 的寥寥 无几或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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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甚微。这表明听证制度还没有真正在 中国的现实生活中 

发挥应有的作用 ，需进一步完善。 

(三)决策咨询机构低效、不科 学 

由于长期的经验决策模式和思想 的影响 ，地方政府决策 

咨询机构僵化 、虚化和弱化，而且研究 咨询机构多为官办 ，特 

别是 内设机构的行政化倾 向使决策咨询机构受制于决策者 ， 

难 以独立研 究 ，把 民意上传。而且咨 询组织 的研究方法 落 

后 ，定 性研究 多，定 量研究 少。咨询机构设 置不合理 、不 规 

范 ，严重制约了决策咨询功能的发挥。一些决策者没有充分 

重视专家、学者 的政策建 议，使 “智囊 团”的意义 和作用没 有 

发挥 出来。 

三、丰富完善我国地方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基本设想 

(一)规 范地方政府 的决策程序 ，建立健全决策机制 内部 

的 具体 制度 

一 般来说 ，决策程序包括确定 目标 、拟制备用方案 、选 择 

最佳方案、修正完善方案四个方面 (夏书章 ，1997)。因此 ，地 

方政府在拟制备用方案时要充分发扬 民主 ，广 泛听取群众意 

见。在选择最佳方 案时要倾 听专家学者 的意见。在决策实 

施之后 ，更要追踪群众对方案的反馈意见 ，及时收集 ，修改。 

首先 ，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杜绝 了领 

导者决策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迫使其在决策前必须经过有 

效的集体讨论来充分论证方案 的可行性 和最优 化。改革审 

批制度 ，精简审批项 目。原则上政府 只应对那些 市场无法完 

成并要 由政府承担责任的项 目进行审批。具体措施包括：对 

国家没有指标和额度限制的事项 ，取消审批 ，实行核准制；对 

国家非限制类的非政府投资项 目，原则上 由行政审批制改为 

实行登记备案制 ；对少数盈利性 事项的额度和指标 ，采用招 

投标 、拍卖等市场化管理方式进行分配。在各级行政层次之 

间进行多次权力划分调整 ，并以文件的形式确立下来 ，从制 

度上打破权力 的过分集中。 

其次 ，完善政 务公 开制度 ，推进 电子政务。地方政府决 

策与群众的 日常工作和生活往往联系十分紧密，为 了满足其 

知情权 ，可 以把决 策咨询活动列 为政务 公开的一项 重要 内 

容。对于民众关心的政府财政、重大决策必须公开，使人民 

在一定程度上逐 渐 了解政府 的决策过 程，增强对 政府的信 

赖 ，积极参与政治决策。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科技进 步，政 

府还应该推进电子政务 ，为决策提供广泛的信息来源。拓宽 

公众参政渠道 ，公众可 以通过 网络进行利益表达 ，以影 响政 

府利益综合 ，政府倾听民意，作为决策参考。同时 ，又可将政 

府的行为暴露在 “阳光 ”下，大大 限制 了暗箱操 作的空间 ，减 

少权力滥用的可能，既有利于廉政建设，又满足公众的知情 

权和参与权。 

再次 ，应完善听证制度 ，逐步扩大 听证程序的适用范 围。 

要对听证会 中的主体、当事人和参 与者以及 听证的原则 、步 

骤方式和具 体程序做 出详尽规定 ，使 听证制 度具有可操 作 

性 ，便于实行。这样不仅保 障了当事 人的权益 ，扩大民主参 

与的范围 ，而且有利于听证制度的 良性发展。 

(二)决策者应重视政策咨询研 究 

政策咨询研究是与改革开放相伴 而生的新生事物 ，对于 

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各级政府 决策民主化的进程 具有重 

要作用 。专家学者既要研究综合性 、战略性 、全局性 的重 大 

课题又要贴近决策，针对人 民经济生 活中突 出的热点 、难 点 

问题追踪分析 ，决策者也要尊重他 们的建议 。政府在做每一 

项重大决策之前都要充分听取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 ，提 

高决策的知识含量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宏观决策咨询和 

对策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 的发展 ，特别是大城 市，为 

使 自己的决策与 国际接轨 ，可以成立 “国际企业 家顾 问团”， 

通过这一途径推进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地 方政府 可以学习 

和借鉴国际成功经验 ，拓宽决策思路 ，增强决策的科学性 。 

(三)降低 民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成本 ，鼓励人民参政议政 

民主的政治参与可 以在 国家和社会之 间稳妥地矫 正政 

府的行动与公 民意愿选择之间的矛盾。为了体制的正 常运 

行，政府需要从社会上得到连续性的信息和活力注入政治体 

制。公 民通过政 治参 与表达 自己对公共 财富和价值 分配的 

意愿 ，并施加压力，使政府行为不 至于与公 民的意愿 发生矛 

盾 ，从而左右政府 的决策(蒲 岛郁夫 ，1989)。但公民有参与决 

策的自主权 ，如果公 民 自身民主意 识淡薄 ，决策又不 影响其 

切身利益 ，那他就会漠视政府决策。因为 即使参与 了也不会 

给他带来益处 。所 以，政府应该鼓励 民众参与 ，营造 民主环 

境 ，降低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成本 ，促使人们积极参政议政。 

(四)行政 三分制 ，转 变观 念 ，克服 地 方政 府 的特 殊利 益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进程 中，特 别是 随着经 济体制 

改革的深入，政府地方保护主义 ，部门保护主义严重。决策陷 

入了一个误区：重视地方利益 ，忽视全局利益 ，甚至 不惜损害 

和牺牲人民利益。复杂的利益格局影响了决策的民主 、公正。 

行政三分制将政府职能分 为决策 、执行 、监督 三部分 ，在 

相对分离的基础上，三者相辅相成 、相互制约 、相互协调。比 

如立法规定 ，每个决策局设立服务于局长 、制 约局 长权力 的 

两类咨询机构，其组织形式可 以是委 员会 、中心 、审议会 等， 

其成员将包括专 家、市 民和相关领域的资深退休 干部 (马敬 

仁 ，2032)。决策局只管决策，而执行局则是单 一执行。在这 
一 管理体系下 ，政府 职能从权威 行政转 向服 务行政 ，从 “部 

门”性转向“公共”性 ，达到克服特殊利益 ，民主决策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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