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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与政府系统的环境责任极其相应的问责机制或程序设

计需要分开来具体规定，并且不断强化相关国家法律与

党内法规的衔接与协调。

在 立 法 的 形 式 上 ， 由 于 党 政 同 责 涉 及 党 政 分 工 的

问题，宜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更高层级的规范。

同时，在当前环境法法典化的背景下，国家法律体系对

党政同责的回应也是题中之义。一方面，需在总则部分

研究确立党委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基本原则，并就

党委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相关规范与国家立法的关系的处

理作出原则性规定；另一方面，还需在“生态环境责任

编”研究明确追究党委及相关负责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的方式。[8]

2、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的制度支撑

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的落实涉及多方面的问题，

需要在具备相应的制度安排的前提下才能确保实现预期

目标。为此，需要构建起清晰的政党职权配置，并建立

起针对性的责任认定及评估机制，为党政同责的落实提

供良好的制度支撑。

第 一 ， 以 清 晰 的 职 权 配 置 为 前 提 。 从 规 范 意 义 上

讲，明晰法定职责的核心就是完善责任清单制度。责任

清单制度虽然有助于明晰职能部门的职责，但还无法完

全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的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落实党政同责需要党政之间形成清晰的职权配置。

对此，宜在将职责分为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两大类，进

而区分党委和政府不同责任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党

委、政府、党委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相应领导干部的职

责分配，列出环境保护职责清单，从而根据各自职责进

行相应的监督考核以及责任追究。 [9]由于宪法和党章对

党政关系的规定相对原则，为使党政环保责任分工规范

化 、 制 度 化 和 稳 定 化 ， 有 必 要 在 党 政 关 系 理 顺 的 基 础

上，通过人大立法程序，在法律和地方性法规中明确党

委职能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职权，并明确其与政府在生

态环境保护中的职责分工。[10]与此同时，党委是一个由

组织、宣传、政法等部门组成的组织机构，党委的具体

职权和工作也应当根据部门性质予以分配并细化，形成

党政生态环境保护权责一致的治理体系。[11]

第二，构建科学的责任认定及评估机制。责任的认

定与评估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正是由于责任评

估机制对相关因素的权重分配不合理，无法形成有效激

励，导致问责情形设置不均衡，影响党政同责的落实。

为了与党政同责的顶层设计相适应，增强绩效评估

的可操作性，需要基于我国特殊政党体制和宪制模式这

一现实场域，从多方面构建保障“党政同责”有效实施

的绩效评估体系。具体而言，在评价考核内容上需要明

确考核适用于哪些党政机关，如何针对党政机关区别设

计评价考核指标，评价考核的结果如何运用等；在评价

考核指标方面，需要区别设计党政两个系统的考核指标

体系；在评价考核原则方面，坚持党统领生态文明建设

和党政考核并重的原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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