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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审批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陈婉丽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 昌 6 15 0 1 3 )

【摘 要】 目前行政审批制度在 当前市场经济运行中显现 出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

经济要发

展
,

必须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
,

本文结合我 国行政 改革的实践
,

针对 目前政府行政

审批制度存在的问题
,

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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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

完全自发的市场有许多缺

陷 (外部不经济性 )
,

从而导致
“

市场失灵
” 。

这是因为

市场是人们的一种契约关系
,

只是通过市场机制来

调整供求关系
,

本身不具有强制力
,

这就需要 国家或

政府这种有组织的权利系统
,

来执行这种公共职能
,

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创造必要条件或外部的环境
,

于

是行政审批制度便应运而生
。

行政审批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利进行公共管理的

重要方式
,

是政府对企业和私人机构微观活动的行

政干预
,

是克服现代市场经济缺陷 (外部不经济性 )

的必要工具
。

合法有效的行政审批行为在客观上有

利于政府加强宏观管理
,

保障公共安全和维护公共

利益
。

2 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人们在

经受了
“

市场失灵
”

及其导致的大灾难后
,

转而过分

地相信政府
、

相信行政权力
,

认为政府及其行政权力

是万灵的
,

能够医治
“

市场失灵
”

和解决人们在社会

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

这造成了政府行政权力的

扩张
,

再加上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根植于计划经济

体制之上
,

对行政权力的过分信赖了导致行政审批

事项泛滥成灾
,

混乱无序
,

还严重阻碍了市场的形成

和竞争的展开
。

据 国务院法制办调查统计
,

目前我国

仅中央政府部门控制的审批事项就多达 2X() 0项
,

地

方审批事项更多
。

目前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的间题

1
、

行政审批制度容易产生政府垄断
,

政府垄断

必然导致行政工作的低效率
。

垄断不仅出现在企业和行业之间
,

政府也同样

会因为行政审批而产生垄断
,

当政府公务人员拥有

审批许可证
,

那么他就拥有了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
。

竞争带来高效
,

而垄断则导致低效率
,

这是市场经济

的基本原理
,

而政府垄断较之与企业
、

行业垄断具有

更大的负效应
,

因为对于企业
、

行业垄断
,

人们还能

够借助市场或政府的力量将其打破
,

但对于政府垄

断
,

人们却无可奈何
。

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
,

由于政府垄断导致的低

效率屡见不鲜
:

一方面
,

审批制度复杂而不规范
,

已

成为制约投资环境改善的
“

瓶颈
” 。

据中新社报道
,

90

年代初
,

某市曾爆出一个新闻
:
某企业为一危房改扩

建项 目
,

花了二年多时间跑了市区 7 0多个单位
,

先后

盖了 8 00 多个印章
,

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震动
。

另一

方面
,

政府职能部门管得过多过滥
,

无端增加了经济

成本
,

成了经济快速发展的
“

抵门杠
” 。

据工商部门反

映
,

现在企业登记注册前审批事项仍超过300 项
,

一

些部门还暗箱操作
,

成了花钱的
“

无底洞
” 。

2
、

行政审批制度容易产生形成各样的
“

租金
” ,

是寻租行为盛行之根源
。

行政审批已成为腐败现象

滋生的温床
。

现代租金理论提出所有生产要素都将产生
“

租

金
” ,

所有借助政府权力所获得的组织和个人利益
,

均称为
“

租
”

或
“

租金
” 。

在市场经济中
,

各组织机构和

个人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搜寻政府政策的缝

隙
,

寻找政权的薄弱环节
,

物色见钱眼开的官员与政

治家
,

以金钱开道
,

换取有利于 自己的政策条款
、

生

产经营授权
、

政府工程
、

相关稀缺的经济技术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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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这种活动就是所谓的
“

寻租
” 。

因此行政审批过多

会增加寻租行为
,

增加行政部门的审批权力就增加

了寻租的机会
,

而行政部门越庞大
,

行政审批
“

关卡
”

越多
,

寻租机会就越多
,

只要这种寻租活动的收益大

于寻租活动的成本
,

那么寻租活动就难以遏制
。

政府职能改革已搞了多年
,

为何行政审批事项

依然居高不下 ? 其根源是
:

第一
,

我国目前的社会分

工和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够健全
,

造成很多低薪收人

的政府官员有极强的不平衡心理和利益取向
:

第二
,

主管部门的权力天然大于企业或个人
,

且其随意性

难 以鉴别和控制
,

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官员利

用手中职权营私舞弊的情况
。

那些掌握行政审批大权的部门和个人
,

出于部

门和小团体利益
,

利用政府赋予的行政权力
,

力图保

持其垄断性而人为地制造租金
,

诱使寻租者向他们

进贡
,

甚至有意提出某些会使企业受损的政策
,

迫使

企业拿出一部分既得利益与他们分享
,

这实质上就

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

因而腐败现象也就应运而生
。

朱榕基认为
,

现在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又管不

好的事情
,

有些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好
。

行政审批制

度正是这样
,

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
,

无疑将给社会带

来灾难
。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

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是上层建筑领域 的一次革

命
,

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突破口
,

是从源头上预防

和解决腐败问题的重要举措
。

根据现行行政审批制

度存在的缺陷
,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关键在于落实
,

重在制度的创新 :

1
.

立足于市场的需要
,

履行好服务的职责
。

行政审批作为一种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
,

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确有存在的必要
,

但只能是一种辅助

的方式
,

并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

要有明确的针对

性
,

不能过多过滥
。

这样在审批事项减少后
,

政府可

以腾 出更多精力在宏观调控
、

提供公共产品
、

建立和

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上
,

更好贯彻党中央提出的
“

三

个代表
”

思想
。

2
.

变事前审批为事后监督

从实际操作过程来看
,

事前的层层审批对企业

来讲
,

无疑是增加了企业成本
,

降低了企业效率
,

如

果在严格规范的立法下
,

政府对企业多进行事后检

查
,

比较起事前纷繁复杂的审批来说
,

有助于提高企

业效率
,

从而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财富运转速度
。

3
.

在投资融资领域要用登记备案制替代行政审

批制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泊溪撰文指出
:

用登记

备案替代行政审批制
,

会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

速度和效益
。

改革开放 2 0多年以来
,

我国已初步形成

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

民间及社会资金正逐步成为投

资主体的重要方面
。

市场的变化要求投资决策的迅

速和果断
,

而投资融资领域的行政审批制度
,

不仅难

以适应市场多变的需要
,

而且容易导致许多机会失

之交臂
,

从而导致垄断低效
,

政府行政审批的目的在

于防止重复建设
,

而绝大多数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

的项目都是经过审批的
,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垄断

低效
,

在投融资领域应该用登记备案制替代行政审

批制
。

4
.

公开行政审批的市场操作
,

建立租金消散制

度

要防止和抑制因行政审批制度而带来的寻租活

动
,

可以借助于市场手段来解决
: 一是引进拍卖机

制
。

以拍卖的形式将寻租过程公开化
。

例如公开拍

卖 出租车牌照
、

汽车进 口许可证
、

生产经营许可证
、

土地使用权等
。

二是引进招投标机制
。

凡政府公共

工程
,

房地产开发
,

基本建设大型设备采购等项 目必

须公开招标
,

以杜绝贿赂等寻租行为的发生
。

三是引

进监督制约机制
。

对不能进行市场操作的项 目为防

止以权谋私
,

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产生
,

必须进行

合理的分解
,

并加强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
。

四是积极

推行社会听证制和专家审查咨询制度
,

以规范审批

行为
,

推进依法行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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