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源区文广旅局重大行政决策
风险评估制度

第一条 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风险评估，适用本制度。法律、

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风险评估，是指评估机构依照法定职

权和程序，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综合评估，为决策的实施、修改、

暂缓或停止执行提供依据。

第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应当遵循独立、客观、科学、

合法、公正的原则，由决策承办单位组织实施。

第四条 决策承办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委托高校、科研院所

或者学会、研究会等专业机构以及相关专家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进行风险评估。

第五条 各有关部门应当配合评估机构开展风险评估工作，

根据需要准确完整地提供相关材料，客观说明有关情况，并提出

相关建议。

第六条 对决策事项中涉及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环境保护

等方面且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应当组织风险评估。

第七条 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前的风险评估，应当包括以下内

容：

（一）决策的背景、目的及依据；

（二）决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符合程度；

（三）决策实施的成本效益分析；

（四）相对利益主体对决策的接受程度；



（五）决策实施预期效益和可能对社会、经济、环境、社会

稳定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六）按照一般、重大风险或者长期、短期风险确定风险等

级，制定相应的化解处置预案；

（七）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分析；

（八）保障决策目标实现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九）其他有关内容。

第八条 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前的风险评估，应当形成包括以

下内容的书面《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报告》：

（一）总体评估。对重大行政决策通过定性与定量统计分析、

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抽样分析等综合分析方法评估，对实际情况

进行总体评估；

（二）合法性评估。对决策事项是否与现行的法律、法规、

规章和相关政策一致进行评估；

（三）合理性评估。决策所涉及主要制度和措施是否必要、

合理，是否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和以人为本原则；

（四）可行性评估。决策能否解决行政管理中的具体问题，

有关措施是否高效、便民，程序是否正当、简便；

（五）可控性评估。决策实施的目标、效果和影响是否控制

在确定、预期的范围内；

（六）对决策定性、定量评价的结论，重点是对社会稳定、

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

（七）决策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对策；

（八）提出最终建议；



（九）其他有关内容。

第九条 《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报告》是决策是否实施的

重要依据。应当进行风险评估的重大行政决策，未经风险评估的，

不得提交市政府审议。

第十条 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决策承办单位应密切关注决

策执行情况，通过多种途径了解相对利益主体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和建议，全面掌握决策执行效果。

第十一条 对决策事项中涉及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环境保

护等方面且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决策实施

后的执行情况进行风险评估。

第十二条 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的风险评估，应当包括以下

内容：

（一）执行效果与决策目标的符合程度；

（二）对社会稳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实际影响；

（三）相对利益主体的实际接受程度；

（四）执行效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符合程度；

（五）近期效益和长远影响；

（六）执行中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分析；

（七）主要经验、教训，出现的失误、损失及追责的建议；

（八）继续执行、暂缓执行、停止执行或修改决策等建议；

（九）其他有关内容。

第十三条 对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进行风险评估，应当形

成包括以下内容的《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评估报告》：

（一）总体评估。对重大行政决策通过定性与定量统计分析、



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抽样分析等综合分析方法评估，对实施情况

进行总体评估；

（二）合法性评估。对决策实施情况是否与现行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一致进行评估；

（三）合理性评估。决策实施后所涉及主要制度和管理措施

是否必要、是否合理，是否体现公平、公开和以人为本原则；

（四）可行性评估。决策实施后能否解决行政管理中的具体

问题，有关措施是否高效、便民，程序是否正当、简便；

（五）可控性评估。决策实施的目标、效果和影响是否控制

在确定、预期的范围内；

（六）对决策实施情况定性、定量评价的结论，重点是对社

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评估；

（七）决策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对策，相关追责的

建议；

（八）继续执行、暂缓执行、停止执行或修改决策等建议；

（九）其他有关内容。

第十四条 对需要暂缓执行、停止执行或修改的重大行政决

策，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拟定调整方案，与《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

况评估报告》一并报市政府办公室。

第十五条 《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评估报告》报区政府办

公室审查后，提交区政府审议，并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继续执行、

暂缓执行、停止执行或者修改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十六条 风险评估的程序：

（一）确定需评估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二）决策承办单位成立评估工作小组，并可根据需要委托

高校、科研院所或者学会、研究会等专业机构以及相关专家进行

风险评估；

（三）制定评估工作方案。明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与内容、

评估标准、调查对象、评估步骤与方法，提供相应的经费、场所

等工作保障等；

（四）开展调查研究。制定调查提纲，设计调查问卷，广泛

收集重大行政决策相关信息，以及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五）形成评估报告。对收集的有关材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根据评估情况形成评估报告；

（六）市政府办公室审查评估报告是否客观、科学，内容是

否合法、合理、可行、可控、全面，要素是否完备；

（七）提交市政府审议后，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十七条 重大行政决策评估工作可以采用部门论证、专家

咨询、公众参与、专业机构测评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文献研究、

抽样问卷、舆情跟踪、实地调查、重点走访、座谈讨论论证、专

家听证会商分析等方法，对重大行政决策在社会、经济、环境等

方面可能引发各种风险进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并进行合法性、

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评估。

决策承办单位可以根据决策事项的特点和要求，选择上述一

种或者多种方法。

第十八条 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前的风险评估工作应当在三

个月内完成。

应当进行风险评估的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满一年或者执行完



毕后，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向市政府办

公室作出书面报告。

第十九条 参与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评估涉及的内容、过程和结果等重要信

息保密。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