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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期 消除激励替代效应关键在于政府公共行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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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王一江先生文章所讲到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激励替代效应，是指官员行政行为过程中因为利益

导向变化引发的短期效应，从而发生目标替代的一种现象。产生这种现象，原因一是存在垄断，二是社会价值无

法检验，三是可以“绕过”社会价值直接获取分配利益。 

  目前，各个国家对官员的政绩评价至少有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两种方式。我们通常讲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

一般是指内部评价；这属于政府内部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和人员的管理制度，并不是一种社会监督机制。 

  政府内部考核的目的，是通过考核反馈沟通的信息对官员的行为进行指导；也就是说，通过考核，告诉大家

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从而使中央政府的意图得到更加有效的贯彻。《公务员法》第五章对公务员考核做出了明确

规定，包括对公务员个人的考核和对领导班子的考核，后者考核的是该级政府总体绩效，包括教育、卫生、扶

贫、公共安全等综合性内容。 

  外部评价则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比如通过立法，通过政协、人大的作用，通过媒体监督，通过专家学者的

研究评论，通过民意调查等等。外部评价的目的是矫正政府服务方向，一般认为，其对象至少主要不应该是政府

官员个人。 

  在我看来，消除激励替代效应，就要想办法消除前文提到的三个成因，即要打破权力垄断，开放行政信息，

规范官员管理。改革政府政绩考核的办法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但更根本地是在于政府公共行政改革。这具体涉

及到下述六个方面。    

  首先，必须限制政府和官员个人权力。 

  我国现代行政理念受“皇权思想”影响深远，一方面使得社会活力受到压制，另一方面则是缺乏对政府和官

员权力的限制。政府部门间的职能交叉、推诿扯皮，官员的官僚作风及腐败的发生，无一不与无限制的权力相

关。这也是“激励替代效应”产生的温床，权力一旦受到制约，就无法任意“替代”了。   

  第二，政府职能必须到位。 

  政府缺位是指应该由政府管理协调的事务，政府没有管或没有管好。比如涉及公共安全、有限资源、特殊信

誉资质的问题，必须由政府强制管理。某地卖含有甲醇的食用酒，造成多人死亡、失明，但因此被撤职的官员竟

然说“他卖假酒撤我干嘛”?我们就有不少这样的官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基本责任是什么，这属于官员执政意

识缺位。政府组织缺位的影响就更大了。我国的几次政府机构改革，就是要使政府的角色逐步到位，当责任分明

以后，“激励替代效应”也会受到限制。 

  第三，必须规范官员行为。 

  今年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从录用、考核、晋升、奖惩、培训、工资等各方面约束了公

务员行为；此外，还特别就公务员如何对待来自上级的错误指令明确了法律责任。如果得到有效推行，这对于消



除“激励替代效应”无疑能起到积极作用。 

  第四，必须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决策失误。 

  有学者分析，造成政府财政浪费的原因中，决策失误至少占70％。这个数字不知是否准确，但“一拍脑

袋，二拍胸脯，三拍大腿(糟了!)”的决策方式，肯定会造成极大损失。如果决策方式受到制约，“激励替代效

应”就很难发生。 

  第五，必须改革政府事务管理方式。 

  政府插手企业经营甚至干脆自己办企业，应该由事业提供的服务事项因为有利可图就把住不放，都是导致

“激励替代效应”的原因。通过改革政府事务管理方式，调整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和事业单位、NGO组织的

关系，实行政府招标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还社会，集中力量搞好行政管理。 

  第六，必须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制度。 

  政务公开是政府绩效外部评价的基础，要让纳税人知道，公仆们想干什么、在干什么、怎么干的、干得结果

怎么样；而且，信息必须是真实的。对于种种问题，政府能公开就是一种进步。比如，许多学者批评统计数据水

分太大，我觉得，只要拿出来就好。回过头来看，现在的数据不是比过去要强多了吗?在这个方面以及以上所有

的方面持续不断地努力，我们终将会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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