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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国家公务员制度》

内容概要

本书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颁布后，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著作。书
中，作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公务员管理的各项制度和机制都应从三个方面寻求创新：一是管
理理念的创新，即从“权力导向型”转向“市场导向型”；二是管理方式的创新，即从“指令性管理
”转向“结果预算”；三是管理机制的创新，即在选拨和提升中推行竞争机制以确保公务员素质。全
书观点新颖，内容翔实。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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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和中,男，现年56岁，回族。1986年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并获法学硕士学位，留校从事行政管
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现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管理系主任。主要研
究方向为：公共部门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国家公务员制度研究。现为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行政
管理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公共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先后发表专业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9部（
其中个人专著5部，主编4部），其主要代表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概说》（独著）、《首脑
素质启示录》、《中国公务员制度概论》（主编）、《比较公务员制度》（独著）、《西方国家行政
机构与人事制度改革》（第一作者）、《行政监察学原理》（主编）等。曾被《中国专家学者辞典》
（人民日报社海外新闻交流中心编撰）作为有影响的学者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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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21世纪国家公务员制度》

章节摘录

　　政府人事系统中广泛存在的这些问题，已远远不能适应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因
此，改革旧的文官体系、建立新的文职官员系统的要求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这样，政府人事制度
的改革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欧各国及美国根据本国的实际状况，
探索建立新的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公务员制度建立的标志有二：一是政务官与事务官相分离；
二是考试择优录用制度的建立。现以此两个标志介绍西方各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过程。　　1.英国。
　　英国现代公务员制度起源于19世纪中叶。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英国实行封建君主统治，国王集
立法和行政大权于一身，所有的官员（国王的“官员”就是为其服务的宫廷人员）都是国王的臣仆，
一切听命于国王，实际上实行的是“恩赐官职制”。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确立了资产阶级君主
立宪制，议会成了最高权力机关，资产阶级地位迅速提高。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议会通过一系列
法令，扩大议会权力，削弱王权。　　资产阶级统治机器的确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府人事制度。
这样，新型的现代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应运而生。　　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化，是英国文官系统
形成的第一步。这一分化过程持续了130余年的时间，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世纪末开
始的，当时在政治统治上确立了主导地位的英国议会为了防止国王通过其任命的官员干预议会活动，
在1694年，由政府公布法律，限制印花局的服务人员不得任国会议员。1699年扩大到其他政府机关人
员。1701年，议会在《王位继承法》中规定：“凡受国王的任命及得国王年金者，皆不能当选为下院
议员。”为了使议会便于控制政府各部，该法同时规定各部大臣例外，可以同时是下院议员。从此，
英国官员队伍有了事务官与政务官的区分。这一阶段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议会与封建国王对人事权
的争夺。第二阶段从19世纪开始。19世纪初，在议会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两党制也基本完成。于
是，重要官员的任免权为议会多数党掌握。新上台的执政党往往实行“政党分肥制”，其引起的行政
系统的动荡，有利于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但却损害了整个资产阶级尤其是后起的工业
资产阶级的利益。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日益强大，要求变革这一有碍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人事
行政管理体制的呼声与日俱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805年，英国财政部设立了第一个常务次官（事
务官），其地位相当于副大臣。到1830年，几个主要的部均设立了常务次官，以后各部纷纷仿效，成
为定例。此后，英国的政府官员就正式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政务官员，包括各部大臣、副大臣和政
务次官，他们随内阁的进退而进退；第二类是常任官员，即文官，包括常务次官、副常务次官等，他
们不与内阁共进退。这一变革有利于在新旧内阁更替时维持政局的稳定和工作的连续性，也有利于提
高政府工作效率。从此，英国政府的政务官和事务官正式区分开来。　　考试录用制度的建立和规范
化是英国文官系统形成的第二步。.1832年，英国通过了选举法，这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的
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1833年，政府正式开始实行官职的考试补缺制度。每有职位出缺，便由四人参
加考试，通过竞争择优录用。这是建立考试录用制度的开始。1853年，英国政府委派麦考莱等三人负
责研究、考察东印度公司人事任用制度的弊端。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8世纪初。由于东印度公司享有特
权，它的职员捞取了大量财富，因此大批人纷纷通过上层政治关系挤入。1853年，英国议会为了对东
印度公司进行改革，组织以牛津大学麦考莱为首的委员会调查东印度公司职员的任用制度，调查后形
成了《麦考莱调查报告书》，其基本思想是通才教育、择优取仕。报告书首先肯定了考任制的必要性
；其次则主张英国文官考试应注重一般的知识与能力，要以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两所著名大学的课程
为标准。这个报告为日后英国高级文官主要出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奠定了基础。所以，英国哲学家
密尔称这是英国政治史上的重大改革。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委派财政部常务次官屈维廉和诺斯科特两
人调查英国任用官吏的情况。第二年，他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拟成《屈维廉一诺斯科特报告书》，即
《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四项重要的原则性建议：　　其一，将政府的行
政事务工作分为智力工作和例行工作两大类。前一类指行政领导和政治性职务，必须由大学毕业生来
担任。例行工作人员也要考试，但只要求具有中学文化程度。这一原则奠定了现行公务员结构的雏形
。　　其二，凡初任人员都应按规定的年龄从学校毕业，通过竞争考试表明具有通才智力后才能被择
优录用。1855年，英国成立文官事务委员会，举行统一考试，从各部推荐的候补人员中择优选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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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感觉没什么实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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