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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傻分不清的监督体系

一、什么是行政监督

（一）概念与特征

行政监督是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依法享有监督权的组织和个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管

理活动进行审视、评价与查纠。其特征有：

1.行政监督的主体极为广泛，包括政党组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大众传媒、人民群众和行政相对

人。

2.行政监督的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3.行政监督的客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权力、履行公务的行政行为。

4.行政监督的目的在于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合理与有效，以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

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行政监督的最基本特征是依法监督，即行政监督本质上是一种限制约束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的行政行为的政治法律活动，是现代社会人民主权原则与法治原则的要求和体现。现代民主政治结构中

的行政监督是一种法制监督。

（二）分类

行政监督的种类很多，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的划分结果：

1.按监督的不同主体划分，可分为行政内部监督和行政外部监督

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国家行政活动的监督属于外部

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机构、审计机关、上级机关和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属于内部监督。

2.按监督的不同作用划分，可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

事前监督是对决策过程的监督，对决策方案的可行性、决策实施的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的监督。最

典型的事前监督是听证会制度。事中监督是对决策方案执行过程的监督，主要是检查决策执行的方法、

手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事后监督是对行政决策执行的结果进行的监督，检查行政任务完成的基本情况

以及产生的结果和影响，了解行政决策的正确程度和失误所在，对错误的决策和违法行为追查相关人员

的责任，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方法。最典型的事后监督是国政调查。（国政调查是指立法机关就国

家官员的行为、重大事件进行调查。）

3.按监督的不同方式划分，可分为一般行政监督和专业行政监督

一般行政监督是指各监督主体对监督对象的全部行政行为实行广泛的经常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如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代表大会、上级政府机关依照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对监督对象的一切行

政活动进行监督。专业行政监督是指上级业务部门对同级或下级机关行政活动的某一方面实行的监督，

如国家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中央政府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财政、人事实

行的监督。在我国，专门监督有两种：审计监督与司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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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用

行政监督的作用主要有：

1.评价作用。各监督主体对行政行为进行评价、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

2.预防作用。通过监督及时发现行政行为不当或过失的苗头，及时进行提醒、预警。

3.补救作用。对行政过程中的失误或不当行为作事后的补救和纠正、整改。对违纪及腐败的行政行

为进行揭露、惩处，引以为戒。

4.改进作用。行政监督是一个发现问题、揭露弊端、提出批评、帮助改进的过程。

5.教育作用。行政监督可以增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提高其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有效管理的自觉性，也可以培养他们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

二、行政监督系统

行政监督系统就是行政管理机构内外的监督主体对行政管理进行监督的全面性综合性和多元性的

监督体系。

（一）政府自我监督：直辖监督、审计监督

政府是行政监督的对象，同时也可以是行政监督的主体。由政府主动实施的行政监督称为政府自我

监督，这是行政监督体系的第一道防线。政府自我监督可分为两类：

1.直辖监督

直辖监督是上下级行政组织之间按照隶属关系而展开的监督。

监督方法：工作报告、工作指导、工作督查、工作检查、复议。

2.审计监督

审计监督是指国家审计机关根据国家预算和有关制度、规定，独立地对政府机关、财政金融部门和

企事业单位的会计资料进行审查，并对其所反映的经济业务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

加以评价，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的一种专门活动，是国家进行财政、经济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

审计监督的目的是规范公共财政财务的收支行为。依其目的，审计监督可分为三类：（1）财政财

务审计；（2）经济效益审计；（3）财经法纪审计。

（二）行政外部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监察监督、社会监督

行政外部监督是由外在且独立于政府的组织和人员来实施对政府的外部制约，这是针对政府行政的

第二道防线，也是最有力、最有效的一道防线。

1.立法监督

立法监督主要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这是宪法赋予的重要职权。

人大监督包括两个部分：（1）督促部分，指对被监督者的工作和宪法、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带有

督促性质的监察和调查；（2）处置部分，指对违宪、违法或其他不适当的行为实施纠正和制裁。人大

监督权，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具体表现。

监督方法：（1）听取和审查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法制审查；（3）罢免同级人民政府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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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4）质询。

2.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是由司法机关负责实施的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司法监督按监督主体又可分为

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和人民法院的监督。

3.政党监督

政党监督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依法实施的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1）执政党的监督：①通过制定方针来导政谋政，督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履行政治责任和行政责

任；②对党员进行教育、约束，以促进依法行政、谋取公共利益；③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

的执行情况，检查和处理党员违法乱纪案件。

（2）非执政党的监督：参政党党员在政府和司法部门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以全面监督政府。

4.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社会监督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是保

持人民在国家中主人翁地位、保持人民对政府的最终控制的最后手段。

社会监督主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管理活动所进行的监督，不直接产生相应的法律后

果，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只有当人民群众的意见被有关国家机关采纳以后，并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对行政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监督时，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监督方法：（1）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是社会监督中一种最经常、最普遍的监督。（2）

社会团体的监督。社会团体监督是民主社会的产物，其基于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结社权以及普遍

人权来获得合法性支持，体现国家对公民主权的尊重。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团体对政府工作的监督。

（3）大众传媒的监督。太众传媒监督是一种最有效、最快捷、最廉价、最易于操作的监督。

监察机关——行政外部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全国监察工作。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

相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

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主任、委员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主要职责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对党员

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维护宪法法律，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以及道

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

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负责组织协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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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习题巩固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是为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

工作而制定的法律，下列不属于该法监察范围的是（ ）。

A.海关总署监察科科长 B.税务总局税务稽查专员

C.中国石化有限公司油气巡检专员 D.市人民医院常务副院长

2.（多选）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

表大会产生，负责监察工作，对所有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由此可见，监察委员会（ ）。

A.对人大负责，独立行使检察权 B.对政府的监督属于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

C.为公民监督权的行使提供了物质保障 D.其设立有利于健全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

3.行政内部监督包括审计监督。以下不属于审计监督职权的是（ ）。

A.建议权 B.处理权 C.调查权 D.监察权

4.广东省政府对深圳市政府的监督属于（ ）。

A.职能监督 B.日常监督 C.主管监督 D.专门监督

5.行政机关以外的监督主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称为外部监督，下列

不属于外部监督的是（ ）。

A.职能监督 B.司法监督 C.监察监督 D.社会监督

6.（多选）下列属于社会监督主体的有（ ）。

A.各民主党派 B.各社会团体 C.新闻机构 D.公民个人

7.我国人大针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中比较重大的问题提出质询并要求作出答复，属于行政监督中的

（ ）。

A.立法监督 B.主管监督 C.审计监督 D.政党监督

8.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不包括（ ）。

A.政治监督 B.法律监督

C.对行政立法、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 D.市场监督

9.（多选）在政府的自我监督中，直辖监督的监督方法包括（ ）。

A.工作报告 B.工作检查 C.工作指导 D.复议

10.各主体对行政管理中的违法现象、官僚主义和行政低效进行严厉批评，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

议，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和效率，这属于（ ）。

A.行政执行的权威作用 B.行政监督的改进作用

C.行政监督的补救作用 D.行政执行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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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1.【答案】C。解析：《监察法》第 15 条规定，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一）

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

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

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

员。中国石化有限公司油气巡检专员不属于《监察法》的监察范围。故本题选 C。

2.【答案】BD。解析：B、D项正确，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监察工作，对所有的公

职人员进行监察。监察委员会对政府的监督属于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其设立有利于健全权力运行的监

督机制。A 项错误，监察委员会对人大负责，独立行使监察权。C 项错误，监察委员会是监察机关，与

“为公民监督权的行使提供了物质保障”无关。故本题选 BD。

3.【答案】D。解析：审计机关进行审计监督职权包括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通报权、处理权，

审计机关有权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对于违反财经法纪的被审计单位，审计机关

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有权作出通报批评、警告、暂停拨付有关款项、限期缴纳应当上缴的收入、限

期退还违法所得、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以及处罚等处理决定。故本题选 D。

4.【答案】B。解析：职能监督，是指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以及各级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依法进行

的监督，如农业部对全国的农业部门进行监督，强调的是具体的职能。日常监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

日常工作中根据需要随时进行的各种双向监督，包括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主管监督，是上级政府

的工作部门对下级政府的工作部门在主管的业务范围内所进行的监督，如民政部对民政厅，强调的是工

作部门。专门监督，是行政系统内部设立的专门的监督机关所进行的监督，特指审计监督。广东省政府

对深圳市政府属于自上而下的监督，属于日常监督。故本题选 B。

5.【答案】A。解析：行政系统外部监督的形式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中国共产党的监督，

人民政协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社会与公民的监督，B、D 项均属于外部监督。我国行政内部监督体

系包括一般监督和专门监督。其中一般监督主要包括层级行政监督、主管监督和职能监督；专门监督主

要包括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A 项职能监督属于内部监督。C 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属于外部监督。

故本题选 A。

6.【答案】ABCD。解析：社会监督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1）公民监督。（2）社会舆论监督，主

要是指新闻媒体的监督。（3）社会组织监督，包括各民主党派、各政治团体、社会团体、群众组织、

企事业单位。故本题选 ABCD。

7.【答案】A。解析：A 项，在我国，立法监督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国家行政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管理活动实施的监督。B 项，主管监督是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上级部门对下级部

门的监督。C 项，审计监督是指在国家行政组织内部设立专门机构依法审核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及企事业

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经济效益和遵纪守法情况。D 项，政党监督是指政党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工作

实施的监察与督导。故本题选 A。

8.【答案】D。解析：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主要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体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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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方式有两种：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前者针对行政机关执行宪法、

法律的情况所实施监督，后者针对行政机关执行人大决议、决定情况所实施的监督。D 项市场监督不属

于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故本题选 D。

9.【答案】ABCD。解析：在政府的自我监督中，直辖监督方法有工作报告、工作指导、工作督查、

工作检查、复议。故本题选 ABCD。

10.【答案】B。解析：行政监督的改进作用是指行政监督是一个发现问题、揭露弊端、提出批评、

帮助改进的过程，各监督主体通过调查、巡视、质询，对行政管理中的种种违法现象、官僚主义现象、

行政低效现象，进行严厉批评，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和效率。故本题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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