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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自一九七八年以來，隨改革深化，使人力統包統配開始分解，

競爭功績制引進，擇業自由與機關要求的「雙向選擇」發展，配合「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深化，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如在意識形態、政權本質

黨政關係、運作機制、自主性等層面予以調整與強化，

則其改革前景將帶來良好發展，有助其「國家」現代化；否則，發展將受

到侷限，影響其改革深化之開展，甚或影響政權之命運。

（一）決定關鍵

　　　１意識形態與體制轉型－決定國家發展走向：中共幹部體制改革，

　　　　「國家公務員」制度即建立，為其現實性解決策略，力求務實與

　　　　實踐，引進競爭機制，促進生產力的提升;其人員之錄用由挑選

　　　　到考試，其激勵、管理與運用措施亦日益強化，惟其意識形態－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仍然堅持，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道路與

　　　　人民民主專政仍然強調，亦即價值層次仍抓緊不放，以致發展

路

　　　　徑時有矛盾衝突，並滋生內在緊張關係，如要深化市場競爭機

制

　　　　，則中央集權控制與計畫調配必然須逐漸退卻，同時多元分化

發

　　　　展時有起伏。因此，中共如能在穩定政情基礎上，考量調整鬆動

　　　　意識形態的定向，則其改革成效將有更大的發展；否則，將因

互

　　　　相激盪而動搖對國家發展之共識，改革反成運作解體體系崩潰

的

　　　　重要成因。

　　　２機關自主性與黨政關係淡化－政府穩定與決策機能的強化：中

共

　　　　黨政幹部因國家公務員制度之發展而分疏，雖然仍名為「共產黨

　　　　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共產黨已由全面領導轉向政治領導，國家



　　　　行政機關在日益龐雜工作中因現代化的推動而要求專業性、知識

　　　　性，加以甄拔管道採行考試錄用之競爭，必然產生相當程度自

主

　　　　性，黨政關係已由「黨政合一」「黨政不分」到「黨政分開」的

　　　　要求，期能提升工作效能，而「一套人馬兩塊招牌」如能適度分

　　　　解，以減低行政體系不必要干擾將有助公務員體系的穩定，以

及

　　　　在相關政策形成過程中影響力的日增。惟如黨政關係及其成員甄

　　　　拔未能有效界定分際，將影響行政體制改革，不利幹部分類專

業

　　　　管理之要求。

　　　３運作機制的調適與完善－高效廉能行政體系的建立：競爭實績

的

　　　　引進，以及改革的力求科學化、制度化、民主化，使行政運作能

　　　　配合時勢變遷與需要，而不斷完善調整，俾能持續組織與體系

之

　　　　活力，同時兼顧組織公平性要求，而免體系僵化，並克服原有

弊

　　　　端；惟此幹部改革如未能與職能轉換、機構改革有效結合，則其

　　　　改革目標就無法落實，而影響其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推

動

　　　　。

　　　４國家、政府、政黨概念分際的釐清－健全國家總體架構發展：中

　　　　共過去強調黨政合一、以黨代政，「中國共產黨」幾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畫上等號，以致在計畫體制下，使政府行政效能日趨

　　　　低落，而有幹部體制與行政體制改革的要求，中共未來如要深

化

　　　　其改革，必須使「國家、政府、政黨」間之分際，在體制上予以

　　　　確立，並在體制上予以規範，經由長期宣導、教育訓練而深入人

　　　　心，則其將為幹部制度改革奠定基礎。

　　　５行政中立適度發展－政治傾向要求減低：行政中立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ｃｉｖｉｌ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一般指公務員的政治

中

　　　　立（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學者尹

利

　　　　馬特（Ｒｏｂｅｒｔ　Ｎ.Ｅｌｌｉｏｔｔ）認為其為公務人員

　　　　基於功績制原則任用，即被期望其行為應超黨派，僅為當權政



黨

　　　　指導政策之客觀執行者（註十五），雖然文官政治中立之內涵

與

　　　　程度仍有爭議，惟其運作價值卻有相當程度的共識，而中共對

其

　　　　國家公務員之組建，卻明白揭示堅持共產黨領導與制度的政治

服

　　　　務觀，未來如在其幹部體制及政治體制改革達一定進程時（因

改

　　　　革初期或有助於政治穩定與改革之推動），似可不必過於強調，

　　　　其亦可基於執政黨地位而達其要求，而反有利甄拔公平性與管

理

　　　　功績化發展。同時，改革開放亦導致幹部體制技術理性觀的提升

　　　　，專業化、知識化要求增加，幹部結構中政治性、執行性職位應

　　　　予有效區隔，並建立常任人員保障制度，有利行政效能之提昇。

　　　６行政組織文化的改造－重塑行政運作價值：由於行政組織文化

具

　　　　有持久性、連續性，其影響力與制約力係潛存的，中共推動幹部

　　　　改革追求建立現代化公務員體系，要有效落實，宜先就此處著

手

　　　　，以消除抗拒，除卻形式主義，重建對新制度之認同，以免因

環

　　　　境阻窒影響改革前途。

　　　７具體制度之發展與運作－不斷調適與改進：由前述分析，可知

人

　　　　事法制尚未完善，行政倫理尚待發展，權限分化有待強化，黨

的

　　　　高度介入仍待進一步調整，既得利益者之抗拒亟待消除，管理

措

　　　　施不全或未臻合理，均須逐步規劃改進因應；同時要注意國家

總

　　　　體人力資源規劃與配置，力求人力素質優化、法制建設、精兵精

　　　　政、幹部組織團體限制的調整、完善獎酬保障制度、區劃中央與

　　　　地方管理等各項措施，使其從錄用任免、獎懲考核，以迄退休福

　　　　利合理化、制度化，期能邁向現代化文官體制發展；否則，其不

　　　　健全改革將造成體制不穩定，滋生諸多問題。



（二）發展動向

　　　   中共未來命運，與其改革發展情勢相聯繫，除前述所作分析，

　　　可以得知其正處發展關鍵的轉折階段外；就人的層面分析，「幹部

　　　」成為發動的樞紐，而「國家公務員」制度建立，即在因應現實情

　　　勢所需，其成效受制運作慣性與調適狀況，而其發展有賴持續不

斷

　　　更新與強化，則人的主體性、能動性與制度的客體性，將能更進一

　　　步相結合，價值與手段聯結，使「體制運作慣性－更新調適制度化

　　　」、「意識形態基本原則指導－具體制度現實規範」、「效率維持

　　　提升－廉潔紀律要求」等相互配合，而現實體制及活動發展，則待

　　　未來「人」的觀念價值來運作，幹部體制亦自然受其約制。因此，

　　　制度設計、觀念價值、政經社會情勢等應相結合，並進行規劃調整

　　　暨適時檢討變革；反之，制度移植，形式主義盛行、腐敗之風猖獗

　　　良非益事，甚或造成體系瓦解廢弛。

　　　　　各國現代化官僚體制中的文官系統，一般僅強調認同國家立

場

　　　的「民本位」，即以國家忠誠為基礎，要求職業倫理（道德）與專

　　　業能力，俾能有效提供為民服務，作為取才與管理依據，在競爭

開

　　　放體系下，以功績制（ｍｅｒ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與制度化、科

　　　學化作為體制發展取向：而中共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

幹

　　　部化，雖亦循此方向發展，惟其鮮明政治性與價值要求，與工具

理

　　　性手段要求，將產生相當程度緊張關係，似應配合改革之深化而

調

　　　整，使傳統政治慣性（一元化、集中化）向現代而求（專業、多元

　　　分化）順利轉化，則其發展將有光明前景，否則改革搖擺矛盾，

將

　　　造成運作失調，反礙及總體改革發展。是以，中共國家公務員制度

　　　之建立，雖為其帶來新的氣象，重建政府體系機能，卻因所涉變

數

　　　複雜，難作簡化指陳，必須視其期程、政情調適能力而定，充滿不

　　　穩定，而政治傳統羈絆與既得利益者阻撓，亦應加注意思考。

（三）台灣地區應有對策

　　　　　台海兩岸不僅交流日益密切，政經發展亦息息相關，吾人自



應

　　　對中共官僚體系發展深入了解分析，俾有助對其決策與運作有較

深

　　　度的理解。

　　１全面宏觀性客觀的理解上加強對中共官僚體制及幹部體系之發展

　　　　變革進行探討研究，並以客觀理性觀點作正確性的理解，俾免

因

　　　　成見而扭曲、偏差，影響對其政情判斷與大陸政策制定。

　　　２體察制度建構基礎與發展變數－中共官僚體制改革，受制於環

境

　　　　，有其先天性侷限，其運作取向影響著其「國家」發展，必須有

　　　　效掌握此等變數，俾期有效因應。

　　　３在互信前提下釐訂互動進程─兩岸交流必然間接（甚或直接）

涉

　　　　及官員之互動性，或談判對話，必須視政情及其官員之信念而

定

　　　　，釐出一發展進程，逐步交流，以期確切掌握問題並加解決，

一

　　　　昧拒絕或抗拒，已不合時宜。

　　４制度背景與價值認知的體認－中共幹部或國家公務員制度之形成

　　　　，迥異現代化民主國家，如要能確切理解，應對其制度背景加

以

　　　　探索，並對其價值體系能深層了解，始克掌控問題所在，進而

有

　　　　效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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