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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變革要求 

　　中共過去為極權政體所籠罩，加以意識形態與政治傳統所影響，其

幹部人事制度缺乏有效激勵機制，且難以制度化運作，常受人為因素所

影響，亦即為「人治」「神秘主義」色彩所籠罩，政治考量為優先，雖然政

策法規屢有訂頒，不是因時而設，就是缺乏定制（或穩定

性不足），迨文革期間更為破壞殆盡，有的根本沒有制度，有制度亦因

動員而無法實施，或者缺乏明確制度規範，改革開放政策後，鑑於政經

改革需求，必須制度化、現代化的調整與更張，始逐漸摸索發展，並提出

一套較符現代化定向之管理準則；茲就其改革要求簡析如次

：

（一）適應政經改革需要－因應時勢全面改革的配套要求：中共幹部選

拔

　　　任免，長期處在「寧紅勿專」，重視政治品質的標準下，同時基於

　　　意識形態要求與歷史因素，而將知識分子視為「改造對象」，此種

　　　政策取向，自然造成幹部素質低落，專業才能與知識文化水準不

足

　　　，無法因應改革開放之需求，不利經濟體制改革，其深化必須相

應

　　　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幹部體制改革則為其重要內涵，消除終身

領

　　　導職務、官僚主義作風，以提升人力素質，建立現代體制，袪除運

　　　作弊端，已允為當務之急。

（二）省察文革教訓經驗－健全法制與法治運作要求：文革動亂期間，

政

　　　治權力鬥爭、派系傾軋激化、過度政治運動、群眾運動，導致原有

　　　體系運作與制度之解體；當時所任用者，非基於政治需要，即為

幹

　　　部親人同鄉，形成派系內或派系間之分配，無法羅致適當人才；

而

　　　幹部整肅經驗所帶來的切膚之痛，更提供推動之動力；因此制度

化



　　　、法制化已蔚為一時之要求。

（三）推動現代化建設之需求－競爭激勵延攬取才要求：中共自改革開

放

　　　後，推行「工業、農業、科技、國防」四個現代化建設，須有相當

　　　專業人才投入，亦即要重科技，重知識與重人才的發展戰略始能

成

　　　功；而中共原有幹部體系受限原有框框無法提供所需人力資源，

必

　　　須有限度向社會開放，引進競爭激勵機制，重新建立選用、升遷管

　　　道，以配合其現代化之開展。

（四）抑制員額膨脹機構臃腫之壓力－幹部管理與機構、職能配合的要求

　　　：緣於文革晉用幹部素質不齊，加以整肅幹部平反，又因改革開

放

　　　亟需人力，本致疊床架屋，職責不清，機構臃腫，人員膨脹，已

形

　　　成嚴重的問題，而歷來其所推動的「精兵簡政」政策，因相應制度

　　　與運作未能配合卻形成「膨脹－精簡－再膨脹－再精簡」的循環，

　　　究其問題所在，乃其職能、機構改革未能與管理配合所致，必須相

　　　互配套改革，始能確切解決問題。

（五）診治既存制度弊端－提升效能與現代管理模式的追求：中共過去

幹

　　　部制度的重要缺陷，有如前所述國家幹部概念過於籠統，缺乏科

學

　　　分類，且管理權限過於集中，管人與管事脫節，管理方式陳舊單

一

　　　，阻礙人力有效運用與發展（人才成長），加以管理制度不全，

用

　　　人缺乏法制，在改革開放政策推動過程中，業已對其發展產生重

大

　　　障礙，已到非改革不行之地步；因而要求政府體系效能必須有所

提

　　　升，並借鑑各國現行運作較佳之措施與管理模式，期能解決既有

積

　　　弊，防止問題惡化，有助改革開放政策之推動。

（六）適應社會結構之變遷－切合異質化、專業化與多元化要求：中共推

　　　動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總體性社會結構業已產生大變化，國家

（黨

　　　政機關）壟斷資源與行政控制能力削弱，其為重建黨與政府之權



威

　　　基礎，以肆應形勢需要，從而在體制上必須不斷進行調整，其國

家

　　　行政機關幹部制度改革即在此種情勢下，開始著重專業化、知識化

　　　與科學化之管理，以及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等相應之改革（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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