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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国务院公布了《重大行政决

策程序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

和调整程序、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等方面作

出了具体规定，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条

例》的颁布实施，是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的重

要成果，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大进步，是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完善。

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立法意义、把握立法

意图、理解立法要求，全面提高依法决策、科

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和水平。

《条例》立法意义
解决和消除行政决策领域存在的“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讲话中指出：“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凡

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

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

然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

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

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

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条

例》的制定和实施，旨在解决和消除行政决策

领域长期存在的各种“陷阱”，促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主要表现为四

方面：

一是“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

这一概念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是指

在行政决策中，由于受行政决策影响的当事人

对于决策主体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所以不论决

策主体公开任何信息都怀疑排斥，不论决策事

项好坏与否都坚决反对，导致无法执行决策、

无法作出决策甚至无法启动决策的情境。在我

国，有些决策还未启动，论证还未展开，就遭

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其根本原因在于民众缺

行政决策法治化的重要成果
——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看行政决策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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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水平不断提升，但
一些地方也存在尊重客观规律不够，听取群众意见不充分，违法
决策、专断决策、应及时决策而久拖不决等问题。国务院公布的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是新时代推进行政决策科学
化、民主化、法治化，提高重大行政决策的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法
律依据，深刻领会《条例》的立法意义、历史定位，把握立法要
求，对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