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纪委网站消息称，为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党政主要领
导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健全

“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
民主决策”的权力运行机制，促进
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日前，山西省
出台《关于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
分管部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
行)》，着力给党政主要领导行使
权力套上一个“制度的笼子”。

消息称，党政主要领导是
指山西全省党的机关、人大机
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

单位的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山西省发文明确，党政主

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下列五项工
作：干部人事工作；财务工作；
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物资
采购。

该《规定》要求各级党委、
政府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对执
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研究解
决。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
部门协同党委、政府对规定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
规定的行为，要依照有关规定
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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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权“一把手”，多地在行动
山西、安徽规定 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
据中央纪委网站消息，日前山西省出台《关于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部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
行)》，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下列工作：干部人事工作；财务工作；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物
资采购。专家称，山西是较早在全省发文限制“一把手”人财物权力的省份，此前广东、辽宁、安
徽、云南、重庆等多个省份及市县都做过类似尝试，对“一把手”分权将成为权力运行机制的趋势。

“一把手”
腐败在党政机
关是比较普遍
的，而不具体分
管某项具体事
务后，一方面可
以有效分解“一
把手”的权力，
而且“一把手”
本身就可以对
分管的副职起
到监督作用。

——汪玉凯

权力不论
分给了谁，都有
可能腐败，如果
不公开透明，不
论是“一把手”
管 还 是“ 二 把
手”管，都有可
能腐败，所以权
力运行过程必
须公开透明。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表示，对党政机关主要领导实行
权力限制，是反腐防腐、权力运
行机制中新的尝试和探索，避免

“一言堂”。前不久，中央纪委研
究室在中央纪委网站就十八届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进行解
读时指出，深化改革要体现惩治
和预防腐败要求，其中就提到探
索“一把手”不分管具体事务的
制度，“地方的尝试和探索，可看
做是对中央纪委的回应”。

“‘一把手’腐败在党政机
关是比较普遍的，而不具体分管
某项具体事务后，一方面可以有
效分解‘一把手’的权力，而且

‘一把手’本身就可以对分管的
副职起到监督作用。”汪玉凯
说。“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具体事
务后，对于重大事项仍然知情，
经党委会班子讨论之后一起决
定，“‘一把手’就只有一票了，党
委会就不再只是形式存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表示，限制“一把手”权力，是反
腐防腐的重要手段。从一些已
经落马的副部级以上官员腐败
情况来看，很多都是在当市委书
记或当市长时犯的错，比如因受
贿1200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
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其犯罪行
为主要发生在担任德州市市长和
市委书记期间。去年落马的南京
市市长季建业，也曾在昆山、扬州
等多地担任党政“一把手”。

竹立家说，“一把手”权力
太大，缺乏约束，包括企业界落
马的董事长、总经理等，也都说
明了尽快探索“一把手”限权并
形成制度的重要性。

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
勤曾介绍，在所有受纪律处分
的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
中，“一把手”比例占总数 1/3
以上，厅局级以上干部中，“一
把手”比例更高。

事实上，对“一把手”进行
分权限权，多省市和部门都曾
经有过尝试，或即将启动探索。

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1
月 19 日，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
在安徽省纪委九届四次全会上
说，安徽将实行“一把手”不直
接分管人、财、物、项目等具体
事务制度和“末位表态制”。

今年1月16日，国家海洋局
党组成员、纪委书记吕滨在全国
海洋工作会议上提出：党政“一
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

2013 年 6 月，云南省出台
《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规定》，其中
明确，主要领导不直接管人事、财
务、物资采购和工程招标等制度，
在重大项目决策、重要干部任免、
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
用等事项研究时须末位表态。

2012 年，重庆市各区也曾
就“一把手”分权进行分头尝试。

吉林省在推广尝试该制度
时，还在人、财、物、工程招标 4
项权力之外，规定“一把手”不
直接分管行政审批，要求将集

中于“一把手”的权力分解到班
子成员共同行使。

2010年，广东省发文提出，
党政正职不直接分管人事、财
务等重要部门工作。

同 在 2010 年 ，辽 宁 省 纪
委、省委组织部出台党政主要
领导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物
资采购和工程项目的暂行规
定，要求明确由一名副职领导
干部分别分管上述几项工作。

暂行规定要求，党政主要
领导要带头执行集体领导与个
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自
觉维护集体领导，发挥领导班
子中其他成员的作用，凡属“三
重一大”事项，都要按照“集体
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
议决定”的原则，由党政领导班
子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浙江省磐安县则自2003年
在全国率先推行“一把手”分权
防腐制度。2003年5月，磐安县
开始在人财物管理相对集中的
县交通局、城建局、经贸局、教
育局4个政府部门中进行试点。

山西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

辽宁广东多地探索“一把手”分权限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强化权力
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决定
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
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
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
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
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
治清明。

决定要求形成科学有效的
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完善党

和国家领导体制，坚持民主集
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
作用。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
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
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
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加
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
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
监察和审计监督。

决定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
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
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
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
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专家解读

既然对“一把手”的限权探
索已有多年，效果什么时候能
显现呢？对此，竹立家表示，如
果仅仅停留在发文件阶段，效
果不会很好，关键要看如何落
实限制权力的手段和方法。

“‘一把手’权力，主要是用
人权和财权，行政审批、工程建
设和物资采购，其实都是与财
权结合在一起的，山西发文是
抓在点子上了，而且全省发文，
比较规范。”竹立家首先对山西
的新规表示肯定。

“不过，不管哪个省市，对
‘一把手’限权好是好，就看怎么
落实。”他表示，限制“一把手”权
力已经呼吁很多年了，“怎么限
制，通过什么手段，这才是最关
键的，限制的手段和办法出来
后，谁来监管？人大监督还是内
部监督，都很重要。”

为什么还要强调限权之后的
监督呢？竹立家称：“权力不论分
给了谁，都有可能腐败，如果不公

开透明，不论是‘一把手’管还是
‘二把手’管，都有可能腐败，所以
权力运行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竹立家提出了他对“一把
手”分权限权的建议。首先，

“一把手”权力要公开透明，对
于省市县党政“一把手”的任
命，是通过什么方式任命的，过
程必须公开透明，甚至应将任
命过程在电视等主要媒体上公
开。“公示必须做好，让老百姓
都知道；包括做一项重要工程，
要在主要媒体上公开。”也就是
说，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发挥
公众和公共舆论这两个监督渠
道，支持媒体和公众监督。

第二个方面，竹立家建议，
各级人大和党代会，对于党政

“一把手”要有制度性监督，实
行谁任命、谁监督、谁问责的制
度，“如果说媒体是公共性问责
渠道，制度性问责监督渠道同
样很重要。只有这样，权力才
不会被滥用”。

■中央精神

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推权力清单

权力运行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