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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无所适从; [ 6] 政令本身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

足; [ 7] 缺乏执行政令的人、财、物手段; [ 8] 其他

(请填写在空格上 )。

调查问题两点说明:

一是关于中央政令的界定。中央政令, 广义上说,

包含了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政策和命令三部

分。狭义的政令主要指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和命令。

我国在法律上并没有对中央政令给出明确界定, 可以

说, 中央政令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本调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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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比较贫困, 执行政令的人、财、物手段相对贫乏。

另外, 中部地区对第二、三、四和六选项反映最弱。

即相对较少比例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央权威不足、法制

不健全、中央政令忽略地方利益和政令本身的科学性

与可操作性不足。这说明中部地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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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无条件地执行上级政令。该调查问题是: 当地政府

对上级政府 (部门 ) 的命令、任务不满时通常怎么

办? 回答无条件执行的为 20�2% , 依法向上级反映问

题和困难的为 53�4% , 自行变通处理的为 12�1% , 能

拖就拖, 不能拖, 就执行的为 14�2% , 干脆不执行的

为 0�1%。 (参选人数总计 2523人 )

中央政令的执行涉及许多法律问题, 一是执行主

体。是地方执行还是中央的垂直机构执行? 当然还存

在一种折中模式, 即中央和地方合作执行。执行主体

不可避免的和行政管理体制相关联, 非常复杂。就拿

法律的执行部门来说, 始终存在分散与集中的困惑。

笔者曾在一次市级政府 (省内较大的市 ) 部门的调研

座谈会上问参与座谈的工商、质检、安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