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專  題

新時期推進政府督查第三⽅評估的思路和路徑新時期推進政府督查第三⽅評估的思路和路徑新時期推進政府督查第三⽅評估的思路和路徑
　　自2013年國務院在政府督查中對

政策落實情況引入第三方評估以

來，第三方評估作為政府督查的重

要舉措在各級政府、各個領域被普

遍採用，對創新政府管理方式，提

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水準發揮了

重要作用。當前，我國社會進入新

發展階段，面臨新環境和新形勢，

經濟社會具有新目標、新任務和新

要求，第三方評估要適應這些新特

點實現創新發展，明確新思路、構

建新模式、採取新路徑，為進一步

促進我國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準提

升提供重要支撐。

　　（一）有利於進一步提高了政府督查公正性、客觀（一）有利於進一步提高了政府督查公正性、客觀

性和科學性。性和科學性。一方面，第三方評估機構獨立性、客觀性

　　（二）有利於進一步提高政府督查的權威性、公信（二）有利於進一步提高政府督查的權威性、公信

力和社會認可度。力和社會認可度。一是第三方評估作為「第三方」，借

　　（三）有利於進一步推動政府督查的制度化、規範（三）有利於進一步推動政府督查的制度化、規範

化、程序化。化、程序化。第三方評估強調公平、公正、客觀，是政

　　（四）有利於進一步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水準（四）有利於進一步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水準

現代化。現代化。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

　　（一）我國第三方評估經歷了緩慢發展、快速發（一）我國第三方評估經歷了緩慢發展、快速發

展、規範發展三個階段。展、規範發展三個階段。

　　緩慢發展階段緩慢發展階段：1986年之前，我國社會組織管理比

　　一、開展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的重要意義
　　從國內外政府長期開展第三方評估實踐可以看出，

第三方評估在政府督查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對於提升政府治理水準和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一）有利於進一步提高了政府督查公正性、客觀

性和科學性。一方面，第三方評估機構獨立性、客觀性

的特點，有助於避免政府在督查工作中既當「運動

員」又當「裁判員」「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保障評

估督查不會受到利益、從屬關係等因素約束而影響評估

督查結果的客觀性公正性。另一方面，第三方評估通常

由專業性較強的大學、科研院所、智庫、社會團體等實

施，其採用的評估標準、評估方法、評估流程等也比較

科學，有效避免了由於政府專業人才、知識積累、設備

和手段方法不足造成評估結果專業性、客觀性和科學性

不高，容易導致政府督查及下一步改革決策發生重大偏

差的問題。

　　（二）有利於進一步提高政府督查的權威性、公信

力和社會認可度。一是第三方評估作為「第三方」，借

用「第三只眼睛」能夠做到冷靜分析、客觀評價。二是

評估機構組成的調查評估範圍廣、社會各界參與度高、

評估結果和過程透明性高，其評估結果通常容易為社會

公眾所認可和接受。三是通過第三方評估提高了民眾對

政府事務的參與度，推動政府行為法治化、科學化、民

主化，提高政府督查決策的科學性的同時也提升了政府

權威性和公信力。

　　（三）有利於進一步推動政府督查的制度化、規範

化、程序化。第三方評估強調公平、公正、客觀，是政

府督查工作規範化、法治化的重要工具，極大降低了政

府督查工作主觀隨意化的程度，為政府督查工作提供了

規範化的依據和法治化的手段，提高了政府督查效率，

推動了政府督查工作改革。因此，第三方評估工作的規

範化、法治化和程序化有效促進了政府督查工作的規範

化、法治化、科學化和民主化進程，有利於加快推進法

治政府建設，提升政府決策科學化水準，有效防止「拍

腦袋工程」、「形象工程」、「獻禮工程」等缺乏科學

論證決策的違法違規行為。

　　（四）有利於進一步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水準

現代化。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

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健全決

策機制，加強重大決策的調查研究、科學論證、風險評

估，強化決策執行、評估、監督」，強調了評估體系和

評估能力建設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

分，創新發展第三方評估將會有利於進一步提升我國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準。

　　二、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在我國的實踐及

新趨勢
　　我國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經歷了從無到有，從緩慢

發展到快速發展，再到規範發展幾個階段，當前我國已

經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新一輪科技革命深入發展，發展

環境深刻複雜變化，第三方評估面臨新形勢新任務新目

標新要求，必須在目前實踐基礎上進行創新發展。

　　（一）我國第三方評估經歷了緩慢發展、快速發

展、規範發展三個階段。

　　緩慢發展階段：1986年之前，我國社會組織管理比

較嚴格，沒有獨立、尤其是私立的評估機構和組織，政

府績效考核督查主要依靠內部考核和自檢進行評估。

1986年之後，我國一些政府部門開始通過隸屬政府及一

些新出現的民間調查機構進行第三方性質的評估。此後

隨著半官方、民間調查諮詢評估機構和組織逐步發展，

政府績效和督查評估工作隨之得以發展。2004年甘肅省

政府委託蘭州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績效評價中心對省內各

級政府這方面工作的績效進行評價，2006年杭州市委託

浙江大學對舉辦首屆世界休閒博覽會的工作進行了整體

評估、武漢市政府委託麥肯錫諮詢公司參與市政府績效

評估、廈門市思明區委託福州博智市場研究公司對群眾

滿意度進行調差評估，2007年華南理工大學獨立以課題

研究形式委託對廣東省市、縣兩級政府績效進行評估，

2008年之後，深圳、杭州、合肥、大連等地方政府引入

第三方評估對政府績效進行調查評估。2012年4月，山東

省人大將《山東省專利保護條例（修訂）》和《山東省輻

　　快速發展階段：快速發展階段：在各地政府利用各種專業評

　　規範發展階段規範發展階段：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及各省

射污染防治條例》兩項立法專案委託山東省社科院

和山東大學進行第三方評估。同時，我國對第三方

社會組織參與評估規範開始進行探索，民政部於

2007年8月印發了《關於推進民間組織評估工作的

指導意見》和《全國性民間組織評估實施辦法》、

2010年12月印發了《社會組織評估管理辦法》提出

了對社會組織評估的基本要求，對評估主體、內

容、對象、形勢、過程等方面進行規範。2012年

11月，民政部財政部印發的《關於政府購買社會工

作服務的指導意見》提出「建立由購買方、服務對

象及第三方組成的綜合性評審機制」、「積極推進

第三方評估，發揮專業評估機構、行業管理組織、

專家等方面作用」。這一時期，第三方評估方式得

以發展，評估的範圍和領域逐步拓展，出現「甘肅

模式」、「浙大模式」、「武漢模式」、「華南

理工大學模式」等，範圍從政府績效、重大專案和

工程拓展到立法領域，相關配套政策逐步出臺。

　　快速發展階段：在各地政府利用各種專業評

估、社會評估、群眾參與評估取得一定經驗之後，

2013年國務院督查工作對政策落實情況引入「第三

方評估」，中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行

政學院、全國工商聯承擔了評估工作，圍繞簡政放

權、棚戶區改造、精准扶貧、重大水利工程、民間

投資等部分重點政策措施落實情況展開評估，取得

了明顯的效果。第三方評估也成為政府督查工作中

的重要舉措，推動政府管理方式改革創新。2014年

5月，國務院要求全面開展督查國務院已出臺政策

執行情況工作，李克強總理要求要引進外部獨立的

第三方機構對情況進行考核評估。8月李克強總理

在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了中國科學院、國家行政學

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國務院重點推動幾項工

作的第三方成果彙報，認為第三方評估成果能夠提

供相對更加客觀真實的情況，以此為依據國務院制

定出臺了相關政策。2015年第二次大督查中，國務

院再次委託7家機構對重點政策的落實情況進行了

績效評估。2015年8月，國務院常委會專門對「推

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

服務供給」、「實施精准扶貧、精准脫貧」3項政

策的第三方績效評估的結果進行了驗收。在此之

後，我國國家多個部委、省市自治區、地方市縣政

府在多個領域開展第三方評估工作，出臺了一些關

於第三方評估的指導性、制度性檔，如2014年11月

湖南省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出臺的《湖南省全面深化

改革第三方評估辦法》、2015年4月國土資源部辦

公廳發出的《關於商請推薦績效管理第三方評估專

家庫成員的函》、2015年5月民政部出臺的《關於

探索建立社會組織第三方評估機制的指導意見》、

2015年11月江蘇省政府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開展重

大政策舉措第三方評估的實施意見》等政策檔。同

時，包括智庫、諮詢公司、市場調查公司、調查研

究所等官方、半官方、民間性質的第三方評估機構

開始蓬勃發展，在政府績效和督查評估中發揮了重

要作用，如全國工商聯、國務院研究中心、中國科

學院、中國社科院、國家行政學院、清華大學、中

國人民大學、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等機構在政府

重大政策、專案工程及專項工作的第三方評估中發

展了重要作用。

　　規範發展階段：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及各省

市自治區政府高度重視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工作，

出臺了一批關於第三方評估的規範性檔。2016年

3月，習近平主席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青海

代表團審議會上強調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

積極作用。在此之後，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提出要

積極支持、積極引導第三方機構發展為具有獨立

性、專業性、科學性、公正客觀性的評估機構。

2016年6月國務院出臺的《關於在市場體系建設中

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明確提出公平競爭

審查制度要「鼓勵委託第三方開展評估」；2016年

8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改革

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

見》提出「探索建立專業化、社會化的第三方監督

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組織第三方評估機制，確保評

估資訊公開、程序公平、結果公正」；2017年12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印發了《關於爭議較大

的重要立法事項引入第三方評估的工作規範》提出

在重要立法事項引入第三方評估；2018年7月中共

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深化專案

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提出在加

強國家科技計畫績效評估，要「充分發揮第三方評

估機構作用，根據需要引入國際評估。加強對第三

方評估機構的規範和監督，逐步建立第三方評估機

構評估結果負責制和信用評價機制」；2018年7

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員會第三次會議，會上通過了《關於推進政府購買

服務第三方績效評價工作的指導意見》強調推進政

府購買服務第三方績效評估工作；財政部2018年8月

　　（二）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新趨勢新要求。（二）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新趨勢新要求。

　　新科技新手段新模式新科技新手段新模式：隨著互聯網、大數據、

　　新階段新目標新要求新階段新目標新要求：當前，面對百年未有之

　　（一）新時期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的思路。（一）新時期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的思路。立

出臺了《關於推進政府購買服務第三方績效評價工

作的指導意見》提出了推進政府購買服務第三方績

效評價的主體責任、評價範圍、機構、指標體系、

過程、結果和經費管理等方面的要求；2019年2月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制定出臺《關於發佈公平競爭審

查第三方評估實施指南的公告》提出「建立健全公

平競爭審查第三方評估機制，鼓勵支持政策制定機

關在公平競爭審查工作中引入第三方評估」，明確

了第三方評估的使用範圍、內容、機構、程序、成

果運用及保障舉措等；2020年12月國務院印發的

《政府督查工作條例》提出政府督查可以採取「組

織座談、聽證、統計、評估」。隨後2021年2月，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貫徹實施〈政府督查工

作條例〉進一步加強和規範政府督查工作的通知》

指出「進一步用好『互聯網+督查』平臺、基層聯

繫點、第三方評估等，延伸觸角、拓寬管道，開展

政策落實效果評價。」近年來，廣東、江蘇、吉

林、山西、四川、江西、浙江、湖北等多個省市區

各級政府也出臺了第三方評估的指導意見實施指南

等檔，用以規範政府督促第三方評估工作。這些政

策檔在規範第三方評估工作的同時，也能促進了我

國第三方評估的快速發展，國務院及各部委、地方

省（市、自治區）市縣各級政府等就一些經濟、社

會、環境等領域的重大決策、重大專案、發展規劃

等督查事項中引入第三方評估。2017年9月，國務

院常務會議聽取了國務院第四次大督查情況和重點

政策措施落實第三方評估彙報；2018年11月，國務

院常務會議提出委託多家機構開展中國營商環境評

估。2019年11月，財政部辦公廳、科技部辦公廳、

教育部辦公廳、中科院辦公廳聯合發佈了《關於開

展減輕科研人員負擔7項行動落實情況第三方評估

工作的通知》，明確了未來對由公共財政資金支持

的科研專案在遴選、中期績效評價、終期績效評價

中均採用第三方評價的模式，並委託科技部科技評

估中心、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中國科學院管理創

新與評估研究中心開展第三方評估。2017年11月，

國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公室委託國家行政學院電

子政務研究中心開展省級政府網上政務服務第三方

評估工作。廣東就公共資源交易平臺、江蘇就重大

政策舉措、吉林和陝西就政務公開、湖北就公平競

爭審查、四川就依法治省、江西就營商環境、湖南

就重點改革事項、山西就政府績效等領域進行第三

方評估。

　　（二）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新趨勢新要求。

　　新科技新手段新模式：隨著互聯網、大數據、

雲計算、5G等新一代資訊技術快速發展，第三方評

估評估方法和流程將會得到進一步優化，評估的領

域範圍將進一步擴展，評估的精准度將進一步提

升，評估的結果將會更加客觀，這些就需要高效利

用當前新的科技手段，創新第三方評估的方式方

法，提升第三方評估效率。2020年12月，國務院已

公佈的《政府督查工作條例》中提到運用「互聯網

+督查」的方式優化督查工作，也為政府督查第三

方評估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新階段新目標新要求：當前，面對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我

國已經進入新發展階段，發展環境深刻複雜變化，

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剛剛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

景目標綱要》提出了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國家新征程的宏偉藍圖，為實現這個宏偉藍圖，要

求全國上下齊心協力，充分發揮各類社會團體和機

構的政策參與積極性，創新發展第三方評估制度，

加快建立健全第三方評估體系，提升政府督查科學

化水準，完善政府監督管理職能，推進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十四五」及2035年遠

景目標提出的各項任務高效落實，為實現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支撐。

　　三、新時期強化政府督查第三方評

估的思路和實施路徑
　　（一）新時期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的思路。立

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強化黨對政府督

查第三方評估的組織領導，加強完善第三方評估立

法工作，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推進政府督查第

三方評估體系和制度化建設，創新政府督查第三方

評估模式，建立健全政策評估制度，完善評估體制

機制，加強評估信用體系建設。進一步拓展第三方

評估範圍和領域，在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

進行第三方評估制度性安排，提升第三方評估對政

府監督能力和水準。強化第三方評估結果的溝通回

饋與應用機制，進一步增強第三方評估對政府督查

協同支撐能力，提升政府督查科學化水準，促進政

府監督管理職能不斷完善，推進監管能力現代化，

推動建設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加

快提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準，以高質量

評估督查工作推進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

戰略目標和任務全面落實。

　　（二）新時期開展第三方評估重點領（二）新時期開展第三方評估重點領

域。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態環境、政府治理等幾個重點領域開展：

　　（三）新時期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實（三）新時期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實

施路徑。施路徑。

　　（二）新時期開展第三方評估重點領

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

綱要》已經明確了我國未來一個時期內的

重點任務，應緊緊圍繞這些重點任務，配

合各級政府開展督查第三方評估工作，確

保高效率、高質量完成《綱要》提出各項

工作。為此，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工作應

圍繞科技創新、經濟產業、社會民生、生

態環境、政府治理等幾個重點領域開展：

　　一是總體性發展規劃。包括國家及地

方政府五年發展規劃實施情況、重大改革

事項、重大區域規劃、重大決策部署、重

大政策落實、政府績效等方面。

　　二是科技創新。包括重大科技規劃、

重大科技創新工程專案、科技創新財政投

入、國家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科技創新體

制機制、企業創新能力建設、國際科技合

作、知識產權等方面。

　　三是經濟產業發展。包括重大產業發

展規劃、重大產業專案、重大產業佈局、

產業基地和園區建設、國企發展、重點產

業基礎設施建設、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經

濟體制機制、營商環境等方面。

　　四是社會民生建設。包括教育體系、

醫療體系、公共服務、住房、收入分配、

社會保障、基層治理、就業、收入分配等

方面的政策、執行情況及體制機制改革等

方面。

　　五是生態環保。包括生態環保規劃、

生態環境建設、環境監測、重大專案工程

環境評估、碳排放、污染治理、區域生態

保護、環境風險評估、環保治理政策及體

制機制等方面。

　　六是政府治理。政府職能轉變、政府

經濟社會管理、社會治理、監管服務能

力、重大安全事件等方面。

　　（三）新時期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實

施路徑。

　　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必須做到周密部

署、統籌安排、履職盡責、嚴格把關，確

保評估結果可信、可靠、可用。為此，要

設計科學合理的實施路徑。

　　一是制定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實施方

案。圍繞被評估主體確定政府督查第三方

評估主要目標，明確重點領域確定評估專

案。選定和委託符合專案評估的、專業性

和實力強的第三方評估機構開展評估工

作。評估機構組成評估團隊，開發評估分

析框架和模型，設計科學合理的評價方法

和標準、工作流程，建設評估工具箱。建

立基於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5G的先

進專業資料庫和資訊平臺；組建評估專業

化人才隊伍。強化黨委和政府對第三方評

估領導和監督，確保評估過程安全可控，

評估工作有序、精准、有效；強化第三方

評估與人大、政協、新聞輿論等部門和機

構政策監督方式良性互動和銜接，形成監

督合力。

　　二是開展政府督查第三方評估試點工

作。首先，選取合適評估試點。根據國務

院及相關部委開展第三方評估相關檔精

神，可選取天津市、山西省、吉林省、上

海市、江蘇省、浙江省、河南省、四川

省、貴州省、深圳市等省市開展政府督查

第三方試點。其次，確定評估方案。根據

具體省市和督查評估內容採用合理的評估

方案，開展評估工作。三是組織協調開展

評估工作。根據督查內容，第三方機構應

加強與統計、財政、審計、工商稅務、紀

檢監察、公安執法、金融等部門和機構加

強協作，或開展聯合評估；評估模式可採

用公司評估、專家評估、公眾評估等具體

模式。四是結果回饋應用。評估形成科

學、客觀的結果，提交相關政府督查部

門，促進責任落實，督促問題整改；設置

評估結果申辯機制，糾正評估中的偏差。

五是根據評估內容及目標，從時間上可採

取一次性評估、週期性評估、日常性評估

和突擊性評估等方式，從範圍上可採取项

目的性、區域性、總體性評估方式，方法

可採用實地調查、問卷調查、查閱文獻和

網络資訊採集等。

　　三是總結經驗全面推廣。在試點基礎

上，對第三方評估工作進行經驗總結，不

斷完善第三方評估制度、框架、流程等，

構建較為成熟的第三方評估制度體系，不

斷提高評估專業化、科學化能力，提升評

估工作精准度，逐步在全國各省市、各領

域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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