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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意义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出台背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对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法治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决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存在不规

范、不透明、不科学等问题，导致决

策失误、损害群众利益等后果。

完善行政决策制度

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提高决策

质量和效率，有必要制定专门的行政

法规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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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的制定旨在推动行政机关在决策过程中遵循

科学、民主、依法的原则，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合理性和可行性。

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条例强调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重要性，保障公民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保障公民参与权

通过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

度，有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提高政府公信力

条例制定目的及意义



条例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法定权限内作出的涉及本行政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行政决策。

适用范围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是条例的主要适用对象，同时鼓励其他行政
机关和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参照执行。

适用对象

对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立法决策以及国家和省级层面已有明确规定
的事项，条例规定不适用本条例。

排除适用情形

适用范围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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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核心内容解读



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
范围和界定标准，确
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

规范决策草案的形成
过程，包括调研、起
草、论证等环节。

完善决策审议程序，
确保决策的民主性和
合法性。

决策程序规定



完善公众参与的方式和途径，如
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等。

加强公众参与的反馈机制，确保
公众意见得到充分考虑和回应。

建立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制
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和表达权。

公众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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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专家库，确保专家的专业性和中立性。

规范专家论证的程序和标准，确保论证的科学性

和客观性。

加强专家论证的监督和评估，提高论证的质量和

可信度。

专家论证制度



风险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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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对重大行政决策可能带来的风

险进行预测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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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风险评估的方法和工具，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和

有效性。

加强风险评估结果的运用，为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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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分析



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部分地区或

部门存在程序执行不规范、不严谨的

问题，如未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决策、

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等。

在决策过程中，责任主体不清晰，导

致决策失误时难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

责任，影响了决策的质量和效果。

决策程序执行不到位

决策责任不明确

决策程序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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