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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政府绩效管理学术沙龙在北京社科院举行

董丽丽

2013-11-13 15:39:00   来源：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2013年10月30日下午1点30分，第五期政府绩效管理学术沙龙在北京社科院管理所会议室举行，主讲人为北京市政府绩效管

理研究中心主任张耘研究员，来自北京社科院管理所、北京市政府绩效办、北京市化工大学、北京市通县督查室的相关领导和同

志参加了本次学术讲座，并对主讲人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 

  此次讲座的主题为“政府绩效管理：中国实践”，报告首先从历史层面对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开端和发展进行了整体回顾。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府绩效评价实践是1994年山西省运城地区行署办公室的“新效率工作法”，这是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的标

志性事件。此前公务员考核部门作风建设等都蕴含着政府绩效评价的元素，是政府绩效评价的萌发。此后的目标管理责任制、社

会服务承诺制、效能监察、万人评府等，都是从不同侧面切入的绩效评价实践形式。我国政府绩效评价的历程两个时期：即萌芽

期和发展期。而后者又可以依据研究范围、深度与广度的不同划分为：探索阶段和细化创新阶段。 

  其中，萌芽期为1949年-1984年，在这一阶段，绩效评估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的行政部门开展。在萌芽期的前期，即解放后至

80年代初期，含有绩效评估萌芽的探索集中于公务人员考评和政府机关作风建设两方面。在萌芽后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

期，从两个方面展开探索。一是在目标责任制的旗帜下实施，二是1989年开始的效能监察。这一时期绩效评估的实施具有自愿性

质，中央没有提出统一要求，也没有相应的规范和实践指南。萌芽阶段对政府绩效考评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微观层面-

公务人员考评、中观层面-机关作风建设，组织层面--目标责任制与效能监察的探索。 

  相应地，发展期主要是指1994年-至今。探索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1994年，山西运城地区行署办公室，代表性项目为“新效

率工作法”。新效率工作法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包括规范了岗位职责，强化了机关管理；增强了参政意识，充分发挥了参谋

助手作用。诚心接受监督，提高了服务质量；改善了服务态度，树立了良好形象。此外，其他实践模式有1994年6月，烟台市针

对广大市民反映强烈的城市社会服务质量差的问题，率先在市建委试行“社会服务承诺制”；1995年，福建省在全省范围内实行

政府效能监察制。1997年，福建省漳州市为解决吃、拿、卡、要等“老大难”问题，启动机关效能建设试点工程；1998年沈阳市

率先实施“市民评议政府“活动。1998年珠海市开展“万人评政府”活动，这一评价形式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各地纷纷效仿跟

进，随后有南京万人评、扬州万人评、哈密万人评、江门万人评、乌鲁木齐万人评等。 

  之后，张耘研究员就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实践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包括青岛、甘肃、珠海和福建思明。 

  其中，青岛是目标责任制的典范，从1999年起，青岛市委、市政府就开始探索如何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从2002

年开始，青岛市委办公厅与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课题组合作，探索从战略管理的高度开展督查考核工作，把督查工作与目

标绩效管理相结合、考绩与评人结合的考评模式，形成了青岛模式。青岛模式的本质是将目标责任制和绩效评估有效的结合起

来，把督促检查和政绩考核结合起来的新的督查模式。这一模式变传统单一型的督查为复合型的督查，变传统的封闭式的决策-

执行为开放式的民主决策-督促检查-考绩评人模式，做到督事、评绩、考人、查纪四位一体。以此来达到提高政府效率的目标。 

  甘肃模式则代表了第三方评价政府绩效的开端。甘肃省非公有制经济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远远落后于国内平均水平，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滞后是制约甘肃省经济发展的突出瓶颈。2004年，为进一步转变政府工作作风，为企业创业和发展营造一个规范严

明的法制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和宽松和谐的创业环境，甘肃省政府决定让非公有制企业评价政府绩

效，以制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并将这一评价工作委托给第三方学术性研究机构—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组

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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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珠海模式的特点是万人评政府。珠海此前的机关作风问题严重，“硬环境令人留恋，软环境望而却步”，全市引进外资从

1993年的16亿美元降为1999年的4.2亿元。98年百姓对公务员的满意率为14%。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关于集中开展以“两高一满

意”为主要内容的机关作风建设的决定》（高效率办事、高质量服务、认定人民群众满意）。落实方面须提高人民群众监督政府

的积极性。1999年10月，珠海市启动了万人评政府活动，用无记名方式对被测评单位做出满意或不满意的评价，之后，珠海市又

连续大规模地开展这种活动，形成了“珠海模式”。 

  公共部门绩效内部评价模式的主要代表是思明模式。1997年，福建漳州市率先启动政府机关效能建设试点，2000年，福建全

省开展激光效能建设。2002年厦门实施新的城市发展战略，从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这对于城市的服务功能提出更高要

求，凸显服务型政府的需求，也为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提供新契机。2001年开始，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政府和厦门大学课题组合

作，共同推出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研究项目，项目研究的最终成果是建构一套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开发一套公共部门绩

效评估的系统软件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管理机制更新，提升政府服务质量有实质性的应用价值。 

  在报告的最后，张耘研究员就“为什么要搞政府绩效评估？”以及“政府绩效评估的作用为何？”以下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报告之后，北京社科院管理所施昌奎所长、鄢圣文副研究员、陆小成副研究员等就政府责任与绩效管理的内在驱动力、

政府绩效管理的三个层面、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的传承与借鉴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经过近三个小时的主题报告和

讨论，沙龙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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