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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出炉，下月起施行

重重大大行行政政决决策策拍拍板板
要要听听民民意意经经专专家家论论证证

本报记者 张琪

重大行政决策的出台，不能光由政府拍板了事，今后不仅要借智于
民，还要问计智囊，须经过听取公众意见、专家咨询论证、风险评估、合法
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这是烟台市政府《烟台市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提及的，这项规定近日由市政府印发，2015
年2月1日起将施行。

1“公众参与”、“专家论证”进决策程序

规定的目的是规范重大行政决策
行为，建立健全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机
制，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保
证决策质量。

规定适用于烟台市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
执行、监督等程序。

重大行政决策，是指由市政府依
照法定职权，对关系本市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社会涉及面广，与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作出
的决定。

具体来说，明年财政花多少钱、哪
些重大项目要投资、重大国有资产如
何处置等，都属于重大行政决策。重大
行政决策包括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
护、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重大
政策，还包括重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以及政府定价重要商品、服务价格的
确定和调整等。

具体事项由市政府办公室于每年
年初拟定年度决策事项计划，并可根据
规定对年度决策事项计划作适时调整。

决策应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公
开原则，遵循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
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
的程序。

据悉，政府决策事项的提出和确
定，有相关规定可循，确定的决策事项
应向社会公布。

2 公众对决策有重大分歧应听证

在进入决策程序后，公众参与将
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根据决策对
公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采用听证会、
座谈会、论证会、民意调查和媒体发布
等形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

当决策情形中出现可能影响社会

稳定的、涉及不同群体利益，在征求意
见时发现公众对决策方案有重大分歧
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举行听证会。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在听证会举
行15日前公告下列事项：举行听证会
的时间、地点；拟作出决策的内容、理
由、依据和背景资料；申请参加听证会

的时间、方式。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申请参
加听证会。

除了举行听证会以外，还有多种
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包括举办座谈
会，做民意调查，通过互联网、报纸等
媒体发布等。

3 参加咨询论证的专家应不少于5人

此外，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组织
相关领域专家对决策方案咨询论证，
方案的专家咨询论证，应确定不少于5

人的专家组成专家组。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可以从市决策

咨询评估专家库中确定所需专家，或
通过在专业领域邀约、特聘等方式邀
请专家库以外的国内外专家参加咨询
论证；也可以面向社会招标，由中标的

专业咨询机构对决策方案咨询论证。
决策程序还有风险评估、合法性

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多个环节。
风险评估报告应作为市政府决策

的重要依据。未经风险评估的，不得作
出决策。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根据公众意
见、专家意见、风险评估报告对决策方
案修改完善，经决策事项承办单位的

法制机构合法论证，并经决策事项承
办单位领导集体讨论通过后，形成决
策方案及起草说明。

决策方案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
由市长作出同意、不同意、修改、暂缓
或者再次讨论的决定。

决策执行单位应制定工作方案并
切实组织实施，确保决策执行的质量
和进度，不得拒绝、推诿、拖延。

4 不按程序致决策失误将追责

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还有严格的
监督机制。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监督
决策执行工作，可以向市政府、决策执
行单位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市政府、决
策执行单位应对意见和建议研究并将
采纳情况予以反馈。

违反规定，未按照决策程序作出
决策的，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及有关规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
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违反规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
决策作出、执行和监督过程中有违法
违纪行为的，对责任人员按照相关规
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违反规定，未按照决策程序作出
决策，导致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
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
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依照国家有关
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及责任倒查相关
规定，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

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
责任。

决策执行单位违反规定，导致决
策不能正确执行的，依照有关规定对
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追究责任。

专家在决策咨询评估工作中违反
工作纪律，违法获利，泄露秘密，或者
有其他渎职情形的，按规定给予处理。

本规定自2015年2月1日起施行，有
效期至2020年1月31日。

《烟台市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出台

信信息息形形成成或或变变更更需需在在2200个个工工作作日日内内公公开开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张琪） 近日，烟

台市政府还印发了《烟台市政府信息公开管
理办法》，办法中要求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切身利益等方面的信息应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
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
保存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应当遵循“公
正、公平、便民、及时”的原则。

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
政府信息应主动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
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

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他依照法
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主动公开的。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行政
机关应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采取便于公众知晓并符
合该信息特点的方式予以公开。属于主动
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在本机
关政府网站上公开；尚未设立政府网站
的，应通过本级政府（管委）或者上一级政
府（管委）的政府网站公开。

市和各县市区应在当地国家档案馆、
公共图书馆和行政服务大厅设置政府信

息查阅场所，配备相应设备，为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

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外，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根据自身生产、
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行政机关申请
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
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出示有效身份证
件或者证明文件，并提交申请书，行政机
关可以询问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的用途。

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
够当场答复的，应即时答复；不能当场答

复的，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予以答复。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在原期
限届满前征得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
构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
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
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
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
应及时予以调查处理。

本办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
期至2019年12月31日。

一张图看懂
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规定

2015年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2020年1月31日

① 什么是“重大行政决策”

重大行政决策，是指由市政府依照
法定职权，对关系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社会涉及面广，与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作出的决定。

具体来说，明年财政花多少钱、哪
些重大项目要投资、重大国有资产如何
处置等，都属于重大行政决策。

重大行政决策包括资源开发利用、
环境保护、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
的重大政策，还包括重要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以及政府定价重要商品、服务价格
的确定和调整等。

② 决策需经哪些流程

决策应遵循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
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的程序。

③ 公众怎样参与

决策前应采用听证会、座谈会、论
证会、民意调查和媒体发布等形式广泛
听取公众意见。

④ 哪些情况下须开听证会

决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举行听
证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
的；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涉及不同群
体利益，在征求意见时发现公众对决策
方案有重大分歧的。

应在听证会举行15日前公告下列
事项：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拟作出
决策的内容、理由、依据和背景资料；申
请参加听证会的时间、方式。

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可以申请参加听证会。

⑤ 专家论证有哪些步骤

决策方案的专家咨询论证，应确定
不少于5人的专家组成专家组。

可以从市决策咨询评估专家库中
确定所需专家，或通过在专业领域邀
约、特聘等方式邀请专家库以外的国内
外专家参加咨询论证；也可以面向社会
招标，由中标的专业咨询机构对决策方
案咨询论证。

决策咨询专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论证：决策的必要性、可行性；决策的
经济社会效益；决策
的执行条件；其他
必要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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