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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玉萍 任文硕：公务员管理的制度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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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玉萍 任文硕 

《公务员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的形成，公务员管理由此

显著成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公务员管理面临着诸多的问题，机遇和挑

和提高。 

我国公务员管理工作成效显著 

公务员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1993 年 8 月 14 日，国务院签署颁发了《国

中国国情的公务员制度诞生。经过十几年的运行，2005 年《公务员法》正式颁布

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公务员管理进入了法制 化阶段。《公务员法》颁布实施以

台，进一步健全了公务员管理的制度体系，规范了公务员管理工作。 

公务员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一是推进分类管理，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建

理工作正在积极探索、深入开展中，其中深圳市的分类管理改革走在 了全国前列，取得了良好成效。目前公安人民

警察分类管理改革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试点工作正在运行，

经验。 

二是加强入口管理，公务员考录机制逐步走向公正科学。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自

形成“凡进必考”的招录原则，全国各级考录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已成

帜。2009 年，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公务员管理研究室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一位。近年来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坚持基层导向，将逐步过渡到全部从基层和生

三是探索晋升渠道，建立公务员多元选拔任用机制。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占

秀公务员脱颖而出。公务员主管部门积极探索新的选拔方式，公开遴选试点工作己在部分省市取得良好效果，

遴选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四是完善考核奖励，充分调动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各地积极探索“3600考核

核、公务员分等分类的量化考核等方法，使公务员考核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断提高，

了基础。“人民满意公务员表彰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对公务员队伍作

时，公务员主管部门结合国家大事要事，及时开展各种总结表彰活动，实行动态奖

五是强化监督机制，促进公务员的廉政建设。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贯彻落实轮岗

配套法规，积极开展责任追究工作的调研，研究制定了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配套政策，



推行申诉公正委员会组建工作。这一系列做法，既促进了廉政建设，又保护了公

此外，在畅通出口等方面也进行了制度建设和有效管理，促进了公务员队伍的新

公务员队伍建设成效显著。通过公务员制度建设和科学管理，公务员队伍结

提高，公务员的胜任能力不断加强，工作效率进一步提升，促进了政府工作绩效的提高。公

次 (2003 年大专占 48.7%，大学本科占 23.7%) 转向大学本科 (2008 年大专

研究生层次的比例不断上升。 

在公务员队伍建设方面主要采取了大规模培训公务员、加强基层公务 员队伍建

建设等措施，使公务员队伍在政治、业务、作风等方面得到全面提升。 

2008 年，国家公务员局的成立以 及地方公务员管理机构的陆续组建，强化了公

制，充实了工作力量，为做好公务员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公务员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央对深化干部体制改革高度重视 ,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2009 

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中组部配套出台 了“三

了《2010-2020 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中长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指

标。这些都对公务员管理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国家公务员局的成立为“十二五”时期全面深入推进公务员管理提供了新机遇。在

行政机关公务员工作的职能机构，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公务员 管理工作的高度重

员制度和公务员队伍建设，推动我国公务员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我国的公务员管理工作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工作基础。经过十几年公务员制度的推行，中

本建立，公务员管理体制机制基本形成，公务员队伍建设工作顺利推进。 

除此之外，我国还具有政局稳定、 经济发展、可借鉴西方公务员制度创新的成功

际条件。因此，我国公务员制度创新和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我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求，推

社会和行政管理三大体制改革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为滞后，这对我国政治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挑

亟待加速向纵深推进。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

了明确要求。 

公务员制度改革到了攻坚阶段，面临新的挑战，目前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格局尚未形成，某些方面和环节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二是在用人标准、有效录

考核指标等方面的科学性有待提高。三是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公民期望相比

公务员管理工作任重而道远 

深化公务员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公务员管理法制化水平。促进《公务员法》配套法

管理办法、违反公务员法责任追究办法等。建立公务员职位分类法规体系，建立

职级的管理办法，同时根据公务员队伍建设和管理的需要，探索增设新的职位类别

度，拓展基层公务员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做好公务员登记和参照管理工作，将工作重心

来。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探索建立公务员法落实情况监督检查的长效机制，

完善公务员管理机制建设，进一步提高公务员管理科学化水平。积极推进分

性和有效性，逐年提高录用基层工作经历人员的比例。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力度，推

竞争性选拔上岗的覆盖面。 建立公务员岗位职责规范，引入服务对象评价机制，充分保障人民群

价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进一步健全公

和公务员退出机制，使公务员队伍新老交替制度化。 

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打造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队伍。通过组织开展“人民满

体”等评选表彰活动弘扬公务员精神，推进公务员队伍作风建设。通过加大培训

探索建立对基层一线公务员的培养链，形成高素质优秀人才到县乡基层，上级机

面。以县区、乡镇、街道和一线执法部门为重点，加强基层公务员培训。 (作者

管理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