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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对行政官员的问责开始，到行政问责法规的陆续出台，我国的行政问责制

经历了一个逐步规范化的过程。社会各界对行政问责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希望这

一新兴的制度能对政府的工作起到重要的监督作用。政府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

命力，政府执行力的提高是建设人民迫切需要的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加强对行政

权力的监督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关键，而行政问责制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的重

要方式。 

本文首先对现有的关于行政问责制和政府执行力的研究做了系统的综述，在

此基础上作了简要的评论。 

接着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实践与政府执行的关系作了探索，立法机关

和司法机关的问责、公众和新闻媒体的问责、行政机关内部的问责、在野党和利

益集团的问责等对政府的执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进而在借鉴现有的学者对行政问责制和政府执行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行

政问责制的不同层面和政府执行力的核心要素。行政问责制的层面划分为：政治

层面的问责、法律层面的问责、行政层面的问责、伦理层面的问责；政府执行力

的核心要素主要有：意志表达力、依法行政力、组织领导力、道德示范力。并定

性地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后探讨了在政府执行力视野下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推动行政问责文化

的建设，促进问责理念的更新；提高行政问责的法制化程度，使问责主体、问责

客体、问责事由、问责程序进一步规范化；健全异体问责制度，逐步探索人大问

责、公民问责、新闻媒体问责等异体问责更有效的方式；完善相关配套制度，进

一步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政府绩效评估、领导干部的选拔和利用机制的完善。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政府执行力；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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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ed form the accountability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som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promulgated regulations about administration 

accountability,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ccountability has 

undergone a gradual standardization process. The great concern has given 

to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ccountability by different communities 

who hope this new system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the 

government .Governmental executive power is the vitality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mental executive power is the 

urgent ne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government.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administration is the key to improve governmental 

executive power.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ccountab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of supervis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is the summary of the existing study 

of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ccountability and governmental executive 

power, followed with a brief comment.  

    The second part is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actice 

of administration accountability and governmental execution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judiciary, the public and 

the news media, the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the opposition and 

interest groups, all of the above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governmental execution. 

The third part is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yers 

of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ccountability and the core elements of 

governmental executive power. The layers of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ccountability are divided into: the political layer of accountability, 

the legal layer of accountability, the administrative layer of 

accountability, the ethical layer of accountability. The core elements 

of governmental executive power are: the power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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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the power of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the power of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the power of ethical model.  

The final part of this article is the measures of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ccountability: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the culture 

of accountability and to update the concept of accountability; to 

standardize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ccountability; to improve 

relevant supporting systems such as the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the assessment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the mechanism of 

leader’s selecting and using.  

 

 

Key words: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ccountability; governmental 

executive power;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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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言 

（一）选题的意义 

自 2002 年底以来，在中国政坛上产生了几次较大的问责风暴，各地也相继

出台了关于行政问责的规章和办法，以解决对行政工作失职的追究。在社会管理

的过程中，政府执行会出现错误执行或低效执行等违背政府责任、损害公共利益

的行为，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可以对政府执行起到惩戒和防范作用。温家宝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完善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胡锦涛总书记在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

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

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

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

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近几年，学术界关于行政问责制的研究有了较多的成果，对行政问责制的基

本概念和基础理论地研究也较为深入。从系统分析的角度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可

以促进行政问责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行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的结合研究还相

对不足，本文初步的探索对行政问责制理论的完善有着理论上的意义。 

目前，我国政府工作在一定范围和一些领域内存在执行力弱的现象，这种现

象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提高政府工作的执

行力，就需要加强对政府执行力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的研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

政府工作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关键，而行

政问责则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的重要方式。本文试图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探索行

政问责制的不同层面与政府执行力的不同要素之间内在的联系，进而在借鉴西方

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可行性对策。通过行政问责制

的不断完善，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真正地提高政府执行力。因此，行

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的研究对提高政府执行力有着实践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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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研究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 

科学的方法对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选题的特点，在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方法论的基础上，主要运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本文的文献搜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行政问责制和政府执行力的研究成

果；二是各地出台的行政问责规章和办法；三是有关行政问责事件的新闻报道。

在对文献广泛搜集的基础进行了综合的分析。 

2.比较分析法 

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开展的比较早，制度也相对比较健全。本文对西方

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实践和政府执行的关系作了比较的分析，试图从不同国情和

政治体制下的行政问责制度安排中寻找可以借鉴的先进经验。 

3.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方法可以从逻辑的角度对事物之间应有的联系进行恰当的描述。本

文采用了定性分析方法对行政问责制的不同层面与政府执行力不同要素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分析。 

（三）本文的写作框架 

本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从提高政府执行力的视角，针对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学者已有研究的

基础上，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构想。文章分

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序言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的选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接着叙述了本文的

研究方法， 后简述了本文的写作框架。 

正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行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的相关研究

综述。对行政问责制和政府执行力的现有研究做了一个系统的归纳，并在此基础

上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论。第二部分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实践对政府执

行的影响。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行政问责的实践，分析不同社会组织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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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责对政府执行的影响。第三部分探索了行政问责制不同层面与政府执行力不同要

素之间的关系，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定性的分析。第四部分探索了政府执

行力视野下的行政问责制的完善。分别从文化的视角、法制化的视角、体系的视

角等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结语部分对本文涉及的主题作了一个反思性的概括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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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研究 

一、相关研究的综述 

近几年，由于政府工作理念的创新和实践的发展，政府执行力和行政问责制

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也积极开展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政府执行力的研究综述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2006 年 9 月 4 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

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 

政府执行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将政策、法令等贯彻到工作中去，政

府执行力是政府执行中所表现出的工作能力。政府执行力是判断政府工作有效性

的重要指标，政府执行力的研究对如何解决政府执行所面临的困境有着重要的意

义。谢庆奎，陶庆（2007）提出：政府执行是政府执行力的合法性基础，政府执

行力是政府执行过程中的量化成分和效果体现。现有的关于政府执行力的研究

中，学者们从执行力的概念出发，探讨了政府执行力的组成要素，进而分析了政

府执行力不高的原因，并提出了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思考。为了进一步的探讨，首

先对现有的观点作系统的阐述。 

1.执行力和政府执行力  

“执行力”这一概念 早于 20 世纪 50 年代被运用在行政法学领域，普遍被

认为是指对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强制执行的强制力或法律效力。20 世纪 90 年代，

“执行力”这一概念在西方被广泛应用于工商企业管理领域，是指在企业的日常

经营中工作人员贯彻企业战略和决策的能力。 

政府执行力这个概念的明确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借鉴了企业执行力这个概

念，虽然不同的学者给政府执行力所下的定义不是完全相同，但是政府执行力在

一定意义上是指政策执行、法律执行、制度执行的综合表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

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看出：邵景均（2006）提出了政府执行力是一种综合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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