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社会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 
——政府雇员制浅析 

文/侯 曼 李 莉 张宇翔 

   一、政府雇员制的产生 
   政府雇员制是一种贴近市场机制的政府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指政府通过灵活的契约方式，
采取不占用行政编制的方法，实行特别的薪酬方式，雇用政府需要的特殊人才从事政府有关方面公
务活动的管理制度。 
   我国在加入WTO后，新形势下政府管理面临巨大挑战，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运用越来越
广，原来的公务员难以胜任相应的技术支持工作，政府管理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人才成了最亟
须加强的薄弱环节，吸引专业化人才进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一困境下推出政府雇员制，是政
府适应这一客观需求所采取的引进急需高端人才的有效举措。自2002年吉林省率先试行了政府雇员
制以来，上海、扬州、苏州、长沙等地也纷纷开始尝试，如今，这一制度大有遍地开花之势。 
   二、政府雇员制利弊分析  
   （一）政府雇员制带来的主要积极作用 
   1、对国家公务员起到“激活”的作用 
   政府雇员制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竞争的信号和标志，给公务员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方式带来
正面影响，让他们产生压力和动力。例如深圳就直接把原来由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职员担任的服务
性、管理性工作拿出来竞争，公务员也面临着竞争后被淘汰的困境。 
   （二）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首先，政府雇员制打破了传统的政府用人机制，将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社会治理原则向全社
会展现出来，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共事关系。其次，它孕育着高效率的办事方式。政府雇员
制的推行，要求政府现有资源做重新划分和更加合理的调配，整个政治文明由此会大大向前推进。 
   3、对中国的官本位意识是一次冲击 
   一方面，政府雇员在政府机关工作，但却与升迁无涉，只凭专业技术知识吃饭，将对多少年
来形成的官场上特有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有力的冲击，会对官场文化起到消解作用；另一方面，政
府雇员置身官场却不用应付那些复杂的人与事，有助于避免无谓的政治游戏造成智慧浪费，有利于
淡化政府机关的衙门作风，提升行政和服务效率。  
   4、是建立政府与社会各界沟通的纽带与桥梁 
   虽然过去各地政府一直也重视倾听民众呼声，但容易流于表面。而当政府直接从社会各界招
聘雇员后，情形就会明显改观。因为来自各个方面的被雇用者本身就是某领域、某行业的优秀人
才，他们对原来所处的环境、领域有着很深切的了解，他们进入政府工作的同时，也会把大量的社
会信息和各种“活情况”带进了政府决策的过程。同时，由于这些人过去的经历和行为习惯，一旦
操持政务后，往往会比较求真务实。 
   （二）政府雇员制带来的主要不利影响 
   1、对“雇员”界定不清，造成管理上的混乱 
   目前政府雇员在适用范围上，有的仅限于政府机关，有的则包括了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聘用
对象上，大多数地方着眼于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甚至有高级行政职务，有的则以辅助和普通雇员
为主；在编制管理上，有的占编制，大多数地方则不占编制，容易在管理上造成混乱。 
   2、使政府雇员与公务员关系协调困难 
   政府雇员和公务员由于分属不同系列，雇员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要与公务员
一起完成某项任务，加上有的雇员工资是行政首长的数倍，这种情况在管理上将带来一系列问题，
使雇员在实际工作中关系很难协调，积极性也将难以发挥。 
   3、对公务员制度形成冲击 
   政府雇员与公务员职责分工不明确，容易造成公务员人才的闲置与浪费，不利于发挥现有公
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并且，如果雇员制被扩大、放大，也会冲击了公务员制度中公务员忠诚、效
率、公平、责任等理念，有时甚至降低了公务员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使公务员的长效责任机制受到
影响。 
   4、可能造成政府机构膨胀，加重纳税人负担 
   政府人员编制虽然没有突破，但财政编制规模却急剧加大，有的地方甚至变相增加人员，这
就以一种新的隐性方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如果政府不顾成本一拥而上盲目推行，以高价争夺人

 



才，特别是在部分地、县级机关推行雇员制，容易加重财政负担，将使纳税人利益受损，带来不良
社会影响。 
   二、 完善政府雇员制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既要借鉴国外经验，又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认真研究下西方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雇员制的成败得失经验，避免走弯路，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府雇员制是必要的。 
   （二）完善政府雇员制的配套法律制度。政府雇员制虽然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没有一套相对
成熟的制度可供借鉴，而且还缺乏良好的社会氛围，离制度设计的制度化和程序化要求还有不小差
距，与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不兼容的地方还很多。作为一项创新的制度，在推行中
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雇员制相关法律制度。 
   （三）协调好政府雇员与公务员的关系。提高公务员和政府雇员的思想认识，使双方都了解
各自的利益。正确认识和及时处理政府雇员制和公务员制度这两种机制的巨大落差和协调问题，使
他们在合作的过程中能通力合作，积极配合，提高效率（本文受陕西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ZX06－38。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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