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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办事举措持续改进。

各类无谓的证明和繁琐的手

续逐步取消。一方面，明确规定凡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和盖章

环节，原则上一律取消；另一方面，

加快推动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

涉及公共服务事项的信息互通共

享、校验核对，从源头上避免各类

“奇葩证明” “循环证明”等现象。

集中式审批、“一站式”窗口办理逐

步推广。按照“简化手续、优化程

序、在线运行、限时办结、把审批变

成服务”的要求，各地政务服务中

心已初步实现集中式审批和线上

线下一体化。建立健全首问负责、

一次性告知、并联办理、限时办结

等制度。此外，全面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务”，逐步实现“一号一窗一

网”，形成各项便民服务“在线咨

询、网上办理、证照快递送达”的运

行机制。

深化改革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

简政放权有没有效果，不能

只看数字上取消下放了多少，关键

要看群众和企业办起事来是不是

程序更明白、手续更简单、沟通更

顺畅，效率更快捷。政府施政的要

义也在于此——“以敬民之心行简

政之道”。这五年，简政放权改革逐

步从重数量向提高含金量转变，从

“给群众端菜”向“让群众点菜”转

变。通过简政放权，政府减少了对

经济领域的微观干预，把精力更多

放在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搞好优质

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

成效显著。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民生调查”结果显示，城乡

居民对政府服务满意度从2014年

的61.8%提高到2016年的63.3%，总

体呈现持续改善态势。

简政放权改革推行五年来，虽

然成效显著，但与人民群众的期待

还有较大差距，放权不到位、监管有

缺位、服务常错位和改革红利未充

分释放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需要

通过政府自我革命、自我削权，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紧紧围绕群

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在简政放权基

础上，更加注重监管机制创新，逐步

向优化政府服务转移，努力在强化

改革联动、减少行为冲突、提高有效

激励上取得实效，使人民群众有更

真实的获得感。一是引领简政放权

向纵深发展，通过对已有成效的自

我检视，促使审批事项调整规则逐

步定型，审批权限设置更加科学合

理。二是抓住放管结合关键环节，重

点在政府职能体系优化、基层政府

能力提升、政府干预行为创新三个

方面统筹谋划。三是不断优化政府

服务模式，更加注重社会中介服务

和政府便民服务，真正做到认识上

深化、行动中提升。

深化改革进行时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吕艳滨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全面

部署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与往年

不同，本次发布的要点虽然也强调

了多个领域的公开要求，但亮点却

在于更加明确了政务公开在促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化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

义。要点向各级政府传达了一个重

要信号，即政务公开不仅仅是为了

满足人民群众知晓政务活动的实

际需求，更是推动简政放权、政府职

能转变、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

手段，今后的政务公开将是集公开、

解读、回应于一体的立体式公开。

首先充分体现了服务深化改

革的理念。深化改革、简政放权、转

变政府职能，关键是让权于市场、放

权于社会，让各类主体自主决定自

身的活动。但这绝不是政府不去管

就可以实现的。各类主体只有充分

理解政策走向、监管动态、社会发展

形势、市场变化等，才能对自身活动

的风险有充分的预期并作出理性

的选择，权力才能放得下、接得住。

此次发布的《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提

出加大财经政策、实施情况等公开

的力度，就是要把市场监管方面的

政策走向、实施效果、市场情况等告

知市场主体，让其对经济运行和社

会发展有充分准确的预期和判断，

以便做出准确的市场活动决策，减

少政府直接干预市场。

第二充分体现了政府管理方

式和管理理念的重大转变。传统的

管理都是政府通过行政审批、行政

处罚、行政强制以及对市场和社会

的各种干预，直接作用于行政相对

人或者市场，一则管理成本高，二

则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较为直接，

三则易因直接干预引发政府与相

对人之间的矛盾。此次发布的政务

公开工作要点强调更多的是要做

好政策、项目信息、重点领域的数

据信息公开，其深意是要通过全方

2017年政务公开特点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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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公开让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对

有关领域内的政策走向与实际状

况有全面、准确的了解，对未来的

发展和可能出现的风险有充分的

预期，并自行选择趋利避害的方式

方法。换言之，是要通过深化政务

公开，变以前政府直接管为今后政

府间接管，变政府的直接干预为间

接调控，更加强调市场主体和社会

主体的自我判断和自我选择。这是

政府监管理念与方式的重大转变，

表明政务公开已经成为政府监管

的重要手段。

第三充分体现了公开、解读、

回应三位一体的理念。过去，政务

公开工作主要侧重于公开，对于公

开的效果缺乏足够的关注。今后，

几乎所有领域的政务公开都要求

在公开的基础上做好解读，让群众

听得懂、看得到。不仅要发布权威

信息，对于重大政策、重要的数据

和结果，还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语言进行解读，让其有获得感。

而且，还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对

群众通过舆情、咨询投诉等渠道反

馈出来的热点问题，政府还应当消

除鸵鸟心理，主动、及时、准确地作

出回应和反馈，消除群众误解。特

别是，在信息发布环节，还要尽可

能通过收集到的舆情等掌握社会

关切的重点，分析研判政务公开的

舆情风险，有针对性地做好公开与

解读。政务

公开工作不

再是被动的

公开，而是要

做到公开、解

读、回应有机

统一、三位一

体，找准群众

的需求点，提

升公开效果。

要搞好

政务公开，必须清醒认识政务公开

的意义和作用，变被动公开为主动

公开。2017年，落实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各项任务，则务必注意做好

以下工作。

第一，加大培训和宣传力度。

全面总结政务公开的成效，尤其是

对保障改革、提升服务、打造新型

和谐政民关系的积极作用，并运用

到培训和宣传中，让各级干部及工

作人员充分认识到公开的意义，提

升公开的意识，化被动为主动。

第二，细化政务公开的标准。

借鉴北京等地梳理主动公开清单、

摸清家底、明确公开责任的做法，

组织对本地方、本部门的公开事项

进行全面梳理，明确公开标准。应

以国务院部门牵头梳理本系统的

公开清单为主、以各地方政府编

制本地方的公开清单为辅，推动各

领域政务公开管理的清单化、精细

化。

第三，探索公开、解读、回应

有机结合的模式。在政策草拟阶

段，凡不涉密、公开不会造成社会

或市场波动的，应在公开草案征集

意见的同时，做好解读工作，让群

众感受到政府问政于民的真诚与

决心。对于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

相关部门应在不违反保密原则的

前提下，一一作出是否采纳、为何

不采纳的反馈。对于一些重要的非

政策类信息，如统计数据、财政预

决算、审计报告等，应重视解读工

作，用群众喜欢看、听得懂、能接受

的语言与之交流。逐步探索立足舆

情、网站互动、咨询投诉渠道等收

集掌握群众关切的机制，及时准确

研判政府管理及信息发布的舆情

风险，做好应对预案。

第四，处理好公开与新闻宣

传的关系。政务公开应以发布权

威、规范的政务信息为基本要求，

尤其是在涉及履职情况的政务公

开方面，应强调按照相关信息的

要素全面、规范地发布信息，提升

政务公开的权威性，避免以新闻

动态等方式替代规范的政府信息

公开。但这并不排斥政务公开重

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应利用

新闻媒体生动活泼、受众广大、传

播力强等优势，将权威的政务活

动和结果信息转化为媒体语言，

广为传播，提升政务信息的到达

率。各级政府机关在做好本机关

公开工作的同时，还要积极借助

新闻媒体、两微一端，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和语言，传播政务活

动的相关信息。

第五，将规范权力运行和深

化政务公开同步推进。如果管理

不规范，公开得再漂亮、回应得再

及时，也不会换来良性的政民互

动，甚至在连公开的底数都无从知

晓的情况下，公开很可能成为“花

架子”。应借助信息化手段，加强对

权力运行的监控，依托在线办案系

统自动生成的数据做好公开工作。

第六，提升政务公开专职化、

专业化水平。切实加强政务公开

专门机构建设，逐步整合网站管

理、两微一端、回应热点等职能。

按照总体人员编制只增不减的要

求，充实专职人员到政务公开工

作岗位。

▲ 江苏仪征市党务、政务“市民开放日”活动启动仪式上，仪征市委权力公

开透明运行网正式上线运行。

深化改革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