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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一、改革評析 

（一）制度建構

　１建構取向基於改善政府公共領域運作，必須在政治層面上予以釐清

政府分際與職能，在行政層面則重視其層級節制與縱向分工，在人員層

面則

重視其合法、正當而合理運作；中共之改革即藉此在幹部體制上有其

基本要求。

（１）黨國體制現實化分解－實行黨政分開（工），加強與改善黨對人

事工作領導的迫切需要；並正確處理黨政關係，消除黨政不分，以黨代

政弊端，黨僅從事宏觀管理、政治領導，而不再全面介入管理。

（２）政府高效、人力優質化－強化政府職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與人員

素質，充分發揮作用，做到人盡其才，依法進行科學管理。

（３）造成現代化建設人才－培養造就德才兼備政務活動家與行政管理

家，以順應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之發展與改革開放之深化。

（４）人事行政法制化運作－加強幹部人事工作法制建設之必要措施，

以因應總結過去經驗教訓，以期以法管人，以法行政，以法治國，從人

治向法治轉變，人事制度法制化成為必然要求。

（５）人事管理體制科學分類化－實行幹部分類管理重要步驟，對其改

革須從國家幹部合理分解，改變集中統一管理現狀，建立科學管理分類

管理新體制。

　２內涵原則－制度化、科學化、功績化、效率化中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特殊黨政關係等特有價值與傳統（即其所謂「中國特色」－堅持國情）外

均以「效率」與「經濟發展」的工具理性為核心（即其所謂「借鑑各國有益

經驗」－引進功績競爭機制），茲就其「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之內涵歸

納，其基本原則如次：

（１）甄拔管道開放性發展－「公開考試，擇優錄用」，已成為基層人力

進用之主要方式。

（２）人事管理科學化－建立科學分類的管理制度（職位分類），明

　確界定國家公務員之範圍（以國家行政機關為適用對象，且不含工勤

人員）。

（３）獎懲考核制度化標準化－依法定標準與程序嚴格實施考核、獎懲與



轉調迴避。

（４）遷調運作功績化－實行功績晉升制，有關升降遷調須依此原則為

之。

（５）人力資源賡續發展－實行有計畫的正規培訓體制與制度，以及有

關交流措施。

（６）人力維護積極化－建立與公務員地位與作用相稱之工資保險福利

制度，提升工作積極性與發揮激勵功能。

（７）強化人力更新代謝－確立屆齡強制退休制度與辭職（擇業自由）

辭退制度，以確保人力精壯，強化政府活力與效率。

（二）特色釐析

中共行政部門幹部（國家公務員）制度發展經與各國比較，其較具特色

者大致可歸納如左：

１人事制度運作導向－雖因時勢影響，工具理性提昇，惟社會主義政治

服務觀（強調黨性與政治性），仍然被強調，以配合政治路線需要。

２法制體系－法制上雖已要求逐步建立，惟黨仍介入實際運作（形式上

與實質上常同時兼具），黨政難作合宜釐清。

３立法體制－係從建立總體法規著手，逐步試點發展，缺乏周延相應法

規（正在發展中）；此乃因過去意識形態侷限，未能有效建立所致。

４中央與地方關係－均屬國家幹部（公務員），無所謂的地方自治人員。

５人事體制－兼顧以黨為中心之傳統品位制與職位分類制之折衷制。

６具體制度－功績制、科學化、民主化、現代化管理要求，應與其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國情結合。

此等特色在運作上，應注意社經情勢與政治路線，以乃政治體系展，政

治文化變遷，期能與人文生態環境相適應，隨改革發展而調整，俾免成

為改革的負擔或沈澱成本。

（三）主要問題

１基本問題

（１）堅持共產黨領導與反對行政中立（政權本質的束縛）：中共政治

傳統，就其建黨觀念及建國過程所產生的向黨高度傾斜的「集權化管理」

與「一元化領導」，導致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陋習，改革開放以後，全國

實施「黨政分開」，共產黨對國家行政管理僅進行政治領導，實質上卻仍

受其掌控，舉凡重要幹部推薦、路線方針、重要決策等均受其控制，國家

職能運作遵受到黨與政治性的強烈影響，甚或明白揭示反對人員行為的

政治

中立，此等特色影響著功績競爭、開放功能的發展。



（２）形式主義充斥、制度與現實落差：中共近年來對制度整建不遺餘力

惟人員認知不足，共識缺乏，素質參差，在政策規劃與制度制定過程中

黨流於形式主義，以致問題重重，無法將制度要求落實，改革要求如未

能落實執行，其追求的價值恐有落空之虞。

（３）堅持意識形態與管理策略借鑑調適：體制設計與意識形態乃相適

應，而中共卻堅持其價值體系，而技術層次、管理策略卻可適時調整，在

深化發展過程中必然造成彼此的矛盾，目標與手段無法聯結。此種「中國

特色」與「借鑑西方管理經驗」的矛質，仍待調適。

（４）體系規模龐大、區域差異與制度發展（國家規模與結構的影響）：

中共幅員遼闊，行政部門人力龐大，其人員有地域、人文、層級等差異，

制度一體性實難符合各機關需求，一元化與集權式管理已難敷需要，有

必要再予分解，俾因地因時制宜，惟其分解與整合，如何發展亦當然滋

生諸多問題，亟待調和與解決。

（５）法制體系不全與配套法令亟待發展：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法制

化發展雖獲相當成果，惟法制體系仍處起步階段，尚待進一步研議規劃，

提升法規層次與規範制約，期與相互配合，始克順利發展，因此，目前

法規不全仍為其國家公務員制度推動之重要變數。

２具體問題

（１）甄拔開放的有限性－考試錄用僅限於基層人員（主任科員以下職

務），同時又有交流等手段，可與黨、企、事部門人力流動，影響其運用

之公平開放。

（２）政治品質與考核過度影響－無論甄拔錄用、遷調任免、考核獎懲等

均與政治素質密切相關，其透過政治考核與人事檔案控制，其已逾一般

國家之基本要求，有時反而扭曲人事制度之運作。

（３）人治黨治傳統及政治文化的侷限－在「德」、「紅」要求下，兼顧

「才」、「專」，並強調政治路線，此等人治品位慣性及政治性，影響了制

度化、開放性的發展。

（４）培訓體制尚處規劃階段－舉凡培訓體制、機構、經費、規劃等未臻

健全，部門間亦未盡協調，內容又常與現實脫節，而師資不足、方法單一

激勵措施不全等，均影響制度發展與運作。

（５）財政經費侷限工資福利合理化發展－由於幹郡規模龐大，通貨膨

脹影響以及財政負擔能力所限，其工資福利退撫之待遇難作大幅度改善，

平均主義依然嚴重，腐敗之風仍難遏止。

（６）其他：退休不能自由擇居、黨國體制未能釐清、地域個別差異

　、結合群眾、民主集中制等問題亦值重視，惟中共改革是一全面性問題

而非局部的，因而必須進行全面檢視。

從而可知，中共國家公務員制度之發展，不僅為價值層面問題，亦為具



體制度的問題，必須使「價值觀念－具體制度規劃－財經負擔－政治文化

－黨國分解」等相結合，從而研議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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