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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越高的社会，公共行政也越发达，因而就越需要公共行政科学
。
公共行政科学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日益显现出
来，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公共行政是对政府及其他社会部门、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和运用于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科学与艺术。
它通过研究、传播行政管理知识、艺术的信息，培养公共管理的职业人才，改善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
管理、服务的质量，提高效率，最终达到实现公共利益的良好目的。
在传统社会中，公共行政管理也和其他领域中的管理一样，主要依靠管理人员的经验和悟性。
现代行政管理要求从业者有着与其相适应的职业道德和品质；要求管理人员掌握适应这种管理要求的
知识和技能。
从当前来看，随着社会的政治民主与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公共行政的职能在迅速扩展，公共管理部
门迅速增加，公共管理中的分工协作日益增强，社会对政府公共管理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职业化
”成了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不经专门化的教训培训，就不可能胜任管理岗位的要求。
所以，在现代社会，通过专门教育培养专业型的公共行政管理人才，不仅是时代的迫切要求，也是人
们的共识。
这是由公共行政自身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公共行政教育成为公共行政职业化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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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后，传统干部人事制度难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20世纪80年代初，党的高层开始思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问题，并提出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但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和l99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
法》是其标志，这在当代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干部人事制度的法制化
程度大大提高。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公共人事制度，其重点在于“公共”二字：一是强调公共人
事权力归人民享有的宪法理念，二是强调公共人事制度建设的法制化，三是强调公共人事治理的科学
化。
建立凸显“公共性”的公共人事制度将是一个极其艰难困苦的历程，它将伴随着经济体制、行政体制
和政治体制改革缓慢前行。
对这个开端进行理论总结并描绘这个制度的框架，是学者的责任。
为此，笔者编写了《公共人事制度》这本教材，以作为介绍中国公共人事制度的抛砖引玉之作。
本教材既可作为公共管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各类学科的本科专业教材以及各级党校、行政学
院和公共机构的培训教材，也可作为研究生相关专业的参考书，同时可供想了解并有兴趣探索中国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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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干部是一种身份，干部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制度。
国家在政策层面上将劳动者分为干部、工人和农民三个层次，由此形成一种无形的金字塔式的身份等
级制度。
干部约占劳动者总数的7％，从事公共管理和技术工作等脑力劳动，处于社会的最上层；工人约占劳
动者总数的25％，从事工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处于社会的中层；农民约占劳动者总数的68％，从事农
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处于社会的最下层。
干部阶层在社会上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尤其是党政机关干部，因其手中握有各种公共权力，更是处于
金字塔的顶峰。
取得干部身份曾经是国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是许多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
工人和农民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转为干部。
在这样的情景中，“干部”一词，总是与权力、地位、福利待遇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很难与责任
、义务、公共管理、为国民服务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无论承认与否，这都是干部制度长期运行必然造成的社会后果。
直到现在，干部身份的影响仍无处不在，如机关干部下海后成为自由职业者、私人企业主或者外企管
理人员，但政策仍承认他们具有干部身份；大学生毕业后未找到工作而处于待业期或者毕业后就业于
私企或外企，政策仍规定他们具有干部身份等，这些都说明干部制度作为一种身份制度的巨大诱惑力
和顽强生命力。
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溯源于革命战争时期的过分集权的干部制度，适应了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和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发展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弊端越发突出，主要表现在：（1）“国家
干部”的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分类；（2）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人与管事相脱节；（3）管理方
式陈旧单一，阻碍人才成长；（4）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导致干部徇私受贿，贪赃枉法；（5）管理
制度不健全，用人缺乏法治。
所以，重新定位或彻底抛弃大一统的干部概念，变革干部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对干部制度改革做出持续的努力，目的在于革除原有制度的弊端，建立
科学的公共人事制度，以回应政治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减少干部制度带来的不良社
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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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人事制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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