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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松年
!

国家行政

学院法学部主任
"

教

授
#

中国法学会行政

法学会会长

!"

小时读者热线
!

#$%$%

江苏都市网
&&&'()'*+

$

江苏首席生活门户网
%

!"#$%&'()'*+,-.

星期柒新闻周刊
!%%,'%#'!,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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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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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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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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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纵深

权责对等
&

享有权力

就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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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松年
!

总体上说这是非

常好的事情
!

就我们这些从事

法律工作的人来看
"

正所谓

#

权责统一
$ "

有权力的人就

应该承担责任
"

权力就处于你

所负的责任当中
"

这两者是对

等的
%

如果出了事
"

损害了国

家和百姓的利益
"

就要追究你

的责任
!

&

问责
$

主要有两种情

况
"

一种是不作为
"

不履行职

责产生相应后果的
'

另一种是

乱作为
"

不依照法律规定办

的
"

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

从

现行的问责情况看
"

这两种都

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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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松年
!

这一轮
&

问责
$

主要是从非典开始的
"

当然以

前也有过
"

例如
!"#"

年
&

渤

海
$

号
$

钻井船沉没事件
(

%"&'

年大兴安岭特大火灾

等
"

但这些是个别的
"

虽然追

究了责任
"

也有相当大的影

响
"

但是震撼力量不大
"

干部

队伍中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情

况依然较多地存在
"

并且是国

家管理工作中很重要的矛盾

之一
%

从非典以后
"

问责越来越

频繁
"

而且最近可以看出来
"

力度更大了
"

几乎每一次事件

发生后都要追查
"

谁应该承担

责任
'

是不作为的责任
"

还是

乱作为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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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松年
!

毫无疑问
"

可以

促进所有的官员都兢兢业

业
"

依法办事
'

可以促进公务

员队伍认真履行职责
"

很好

地尽到自己的责任
%

长期建

立健全问责制度
"

对提高整

个公务员队伍素质是一种促

进
"

要使之形成一种常规
"

凡

是不依法履行职责
"

并造成

一定后果的
"

就要让他承担

责任
"

那才能使得整个公务

员队伍得到促进
"

我非常赞

成这样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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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松年
!

我们看到了
"

一

方面
"

政府在责任的承担问

题上是非常认真的
"

绝不是

随口说说
"

这有利于恢复百

姓对政府的信心
%

这也说明
"

&

问责
$

并不是在政府脸上

抹黑
"

恰恰相反
"

正是在自己

脸上添光彩
%

另一方面也传

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

凡是

乱来的人都要承担责任
"

这

也有利于发动百姓参与监

督
"

加强监督的力度
%

现在
"

官员做得是好是

坏
"

不再只是
&

唯上
$ "

把上级

领导马屁拍好就够了
"

公众也

擦亮了眼睛盯着你
"

你只要做

得不好
"

我就监督你
%

公众对

你是否满意
"

直接关系到你的

乌纱帽是否能保住
%

异地任用的两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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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
!

这说明我们的政

治改革
"

还有一些绊脚石
"

如

果不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
"

那

么他在这个地方被免职
"

在另

外一个地方还会被任用
%

应松年
!

引咎辞职是负

领导责任
"

这个事情是在你

领导之下的
"

例如用人问题
(

行业监管不力等
%

对于引咎

辞职的高层次官员
"

我认为

今后还可以担当一定的工

作
"

但如果是被撤职的
"

那就

该是另一种情况了
%

不能
'

只问小官
&

不问大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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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
!

问责制先要理

清权力和责任
"

避免
&

错杀

无辜
$ %

首先
"

是要弄清问责

的主体
"

较之于西方国家
"

在

政务官
(

事务官分开的情况

下
"

主要是对那些政务官追

究法律和政治责任
%

如果我

们的
&

问责
$

不区分主体
"

一

&

问
$

就是具体主管的负责

人或技术方面的专家
"

那么
"

这样的问责就
&

问到马腿上

去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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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
!

首先
"

问责制度

应该和民主政治改革相配合
%

政务官应该是用一张一张选

票选出来的官员
'

事务官是参

加公务员考试录取的官员
%

否

则
"

我们的问责是只问小官
(

不问大官
'

只问运气不好的

官
"

不问运气好的官
%

问责的程序上
"

问的应该

是政务官的
&

责
$ "

而在此之

前
"

政务官要追究其下属事务

官的责
%

举个国外的例子
"

因

道路问题发生了交通事故
"

公

路局局长要被问责
%

按照公路

或道路管理条例的规定
"

他应

该先处理他手下的事务官
"

然

后他引咎辞职
**

其次
"

问责包括三方面

责任
"

一是法律责任
"

包括行

政处分
(

刑事责任
%

二是政治

责任
"

先免除职务
"

我自己先

辞职
%

第三是道德伦理责任
%

需要说明的是
"

不能因为承

担了政治责任
"

就免除了法

律责任
%

第三
"

问责制度是建立

在权责分明基础上的
%

作为

国家公务员
"

权力在哪里
(

职

责又在哪里
"

假如明明不归

我管
"

你也来问我的责
"

那就

是权责不清
%

如果在权责不

清的基础上搞问责制
"

只能

是
&

错杀无辜
$ %

问责的
'

度
(

怎样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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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松年
!

国家在制定公

务员法的时候
"

虽然规定得

比较原则一点
"

但也可以说

是更加详细
(

具体了
%

主要分

为两类
+

一类是出了重大问

题
"

领导干部要引咎辞职
"

如

果你自己不辞职
"

我要责令

你辞职
"

这是一类
'

还有一

类
"

是行政处分
"

包括警告
(

记过
(

记大过
(

降级
(

撤职
(

开

除等六种
%

这两类不同的问责体系
"

一类是对领导干部的引咎辞

职
"

或责令辞职
"

我认为
"

引咎

辞职这一类主要指的是政治

责任
'

行政处分主要是对这件

事情
(

产生的问题直接有关

系
"

或应该你批示的没批示
"

应该作为却没有作为
"

这一类

要受行政处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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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松年
!

听说相关的部门

也在完善问责的一系列制度

和基准
"

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

简单的容易落实的问题
"

实际

操作起来很难
%

客观情况千变

万化
"

而法律条文只能是粗线

条的
"

不可能把所有可能发生

的事情全部都想到
"

例如三个

干部写错放假通知的情况
"

在

制定法律时可能想都没想到
%

所以
"

什么样的情况下
"

应该

采取什么样的力度
"

需要一个

框架
"

但也要看实际危害与具

体情况
%

公众应该参与
'

问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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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
!

如果问责继续是

一种至上而下的监督
"

那么仍

然脱不掉
&

马后炮
$

的模式
%

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自下而

上的监督
"

广泛引入公众参与

机制
%

如果不加快民主政治制

度改革
"

那么问责制度就不可

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

第一
"

问责的角度
"

必须

自下而上
"

由企业职工和社

区居民来问责
"

而不是上级

官员来
"

因为他们不具备与

事件的利害关系
'

第二
"

问责

要和民主政治发展密切相

关
'

第三
"

在问责的过程中
"

要制定完善的公务员法
"

要

让这些官员们权责分明
'

第

四
"

在问责的过程中
"

一定要

有定期的选举制度
%

一次我

不追究你的责任
"

下次我可

以用我的选票把你选下来
%

更重要的是
"

如果有了定期

选举制度
"

那些被问责的官

员就不可能享受目前这些待

遇
%

我们现在一些官员
"

问了

他的责
"

他的待遇没变
'

职务

被免了
"

但比以前还舒服
"

没

事看看书
%

两次引咎辞职
&

孟学

农究竟冤不冤
)

这一轮问责风暴中
"

最受

关注的人物就是因溃坝事故

而引咎辞职的山西省省长孟

学农
%

孟学农在
$(()

年非典

事件中引咎辞职
"

当年
"

月担

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

$(('

年
%$

月担任山西省代省长
"

$((&

年任山西省长
%

然而
"

任

期不足一年
"

孟学农因为溃坝

事故再次引咎辞职
"

五年中两

次
&

下课
$ "

成为唯一一位两

次引咎辞职的省部级官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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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
!

孟学农的
&

运

气
$

是太差了点
"

但这与他两

次引咎辞职没有必然性
%

$(()

年的情况先不说
"

如果在这次

的溃坝事故中的确隐瞒了真

相
"

那么他就是咎由自取
%

正像很多人说的
"

孟学农

一生
&

仕途坎坷
$ "

我们很同

情他
%

假如他在知道案件之

后
"

及时向外界披露信息
"

那

么他就不应该被问责
'

假如他

做主掩盖真相
"

那么就应该承

担法律责任
(

政治责任
(

道德

伦理责任
%

应松年
!

孟学农在非典事

件中引咎辞职后
"

还是保留了

他的正部级待遇
%

这次的山西

溃坝事故中
"

总得有人来担责

任
"

一方面他负有领导责任
"

另一方面
"

也必须要向群众作

出交代
%

只有这样做
"

才能促

使领导干部兢兢业业地工作
"

促进领导干部能力水平的提

高
"

更加对人民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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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松年
!

一方面
"

这再次说

明了
&

权责统一
$

这一原则
"

既

然享有了这样的权力
"

就同时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

包括委屈
%

另一方面
"

也是传达一种信号
"

即包括中央政府在内
"

政府还

是个负责任的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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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松年
!

引咎辞职主要针

对的是领导干部所肩负的领

导责任
%&

反省
$

好的
"

还可以

再任用
%

乔新生
!

像孟学农这一代

官员
"

很有思想
"

有很高的学

历
"

能够放眼世界体察民生
"

但他们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没

有经过公众选举的历练
%

尽管

年龄可能会对他构成障碍
"

但

我们既要强调年龄
"

也不唯年

龄
%

对这一代领导干部
"

他们

有时候可能会有百密一疏的

现象
"

所以
"

要给他们以东山

再起的机会
%

所以
"

孟学农仍

是可期待的
%

快报记者 郑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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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
!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
"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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