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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较为特殊，其政治敏感度高，且历史积累和多种因素的交织，使得它对面、
复杂又艰巨。《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研究》以公务员规模问题为研究对象
，在横向上，注重对其他经典国家公务员规模总量和结构进行案例剖析，试图归纳出公务员规模配置
上的一般性规律，提出一个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参照的基准线；在纵向上，注重对中国公务员规模
的发展历史、公务员规模配置的影响罂粟进行分析，并对照一般的基准线，分析中国公务员规模的核
心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公务员规模改革提供新的方向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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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平，1929年生，山西大同人，法学博士，现在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工作。主要从事行政体制
改革领域的研究，研究兴趣点涉及公务员规模、政府职能配置和调整、事业单位改革、政府机构改革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等。同时担任《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中央编办
主管）。编辑部副主任，全面负责刊物的业务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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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小于1％：典型国家（地区）公务员规模的经验观察
第一节 公务员的概念和范围
一、“公务员”范围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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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
三、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加
四、居民消费结构的现代化
第二节 理论支持：公务员规模变化是政府职能持续扩张的自然反应
一、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职责范围在持续扩张
二、发展中国家政府职责范围在扩大
三、公共服务成为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
第三节 现实要求：公务员规模调整是政府存效履行职责的主动选择
一、城市化进程中实现有效治理的要求
二、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和保障
三、强化政府社会性监管职能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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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日本公务员的总量规模和内部结构
一、日本公务员的总量规模和变化趋势
二、日本公务员的内部结构
三、对日本公务员规模的总体分析
第二节 “定员管理”：日本公务员规模控制的主要方式
一、“定员管理”的概念和法律依据
二、设定定员的最高限额
三、有计划地实施“定员削减”计划
四、定员管理计划的设定和推动过程分析：以远野市为例
五、对定员管理的分析和评价
第三节 定员管理对控制公务员规模的启示
一、突出强调立法的基础性作用
二、编制变化与政府职责的关系
三、机构改革的周期性与统筹规划规模调整
四、调整优化公务员的内部结构
五、缓和渐进的人员分流方式
第四章 中国公务员规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 总量、变化趋势与基本判断
一、总量与发展趋势
二、对当前公务员“数量值”的分析
三、基本判断：不是单纯的“臃肿”问题
第二节 公务员的内部结构和主要问题
一、各层级政府人员配置比例不合理
二、党、政、群人员配置比例结构不合理
三、职能部门人员配置结构不合理
四、领导职数过多
五、机构多但人员不饱满
第三节 随州市的个案分析和主要结论
一、机构数超过了中央规定限额
二、机构设置的地方特性不明显
三、政府系统的机构数量比重偏低
四、人员总量规模超出限额
五、人员配置不适应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的要求
第五章 中国公务员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分析
第一节 研究单位
一、以省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单位的考虑
二、时间段选择上的考虑
第二节 公务员规模影响因素选择的思路和依据
一、“人口”因素
二、“地理与政区”因素
三、“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
四、“政府财力”因素
五、“城市化”因素
第三节 研究方法、数据模型和结论
一、研究方法
二、变量的操作化和数据采集
三、数据模型和结论
第四节 对公务员规模影响因素的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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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无影响潜变量的进一步验证
二、模型结论的适用性和进一步研究的构想
第六章 基本思路：短期“适度从紧”和长期“适度扩张”
第一节 短期“适度从紧”的必要性和现实压力
一、财政承受能力有限
二、政府规模的自我膨胀
三、“职责同构”机制亟待调整
四、机构编制管理缺乏刚性约束
五、政府的运行质量不高
六、社会舆论压力大
第二节 公务员规模长期“适度扩张”的合理性和空间
一、对“适度扩张”的理解
二、推动公务员规模长期扩张的主要因素
三、“适度”的界限
第三节 公务员规模调整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适度从紧”与“适度扩张”相结合
二、“规模控制”与“结构调整”相结合
三、“总体从紧”与“局部扩张”相结合
四、“数量管理”与“结构管理”相结合
第七章 对策建议：从“突出精简”到“调整结构”
第一节 公务员规模控制和结构优化的主要措施
一、适当拉大政府机构改革的周期
二、切实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合理调整纵向各层级政府的职责配置
三、继续推动大部门制改革
四、尝试推动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
五、继续充实与民生直接相关领域的公务人员
六、推动机构编制管理的法制化和科学化
第二节 公务员规模控制和结构优化的配套措施
一、进一步推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二、改革分管型副职的设置模式
三、优化政府的运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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