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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貳、現行體制發展背景與形成

　　中共改採改革開放路線以後，既有傳統組織缺乏分化、黨政混同、法

制不全等諸多問題的羈絆，又因形勢改變要求政府行政現代化、管理效率

化、政權穩定化，以因應此等情勢，其人事機構之組建與發展，既要顧及

特殊背景，又要切合實需，因此必須瞭解其建構目標。茲按政治、管理兩

層面予以析明之。

（一）政治層面之目標

　　中共任何制度之變動、發展，與其形勢、路線密切相關，亦與政權存

續、政務推動有關。

１．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之要求：社會主義幹部制度之發展與管理，既有

過去之特殊需要與背景，惟隨政情穩定化，以及前蘇聯、東歐改革之影響

原有制度必須予以完善化與強化，以克服過去平均主義與績效不彰之弊，

並據以強化外來環境之挑戰。

２．黨政分工之要求：中共傳統上常「黨政不分」，甚或「以黨代政」，造

成管理的高度集中與一元化，十一屆三中會以來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政

府機能必須加強，黨政部門管理必須予以區隔，黨除維持其政治領導外，

權力下放與必要分工也就成為不得不然之趨勢，以確保政府之有效運轉，

怯除過去過度集中而效率不彰之弊。

３．穩定政治、鞏固政權之要求：任何政權邁入穩定化、常規化，其人力

資源管理必須適當而非有效運用，使政府體系常態運轉；就具體而言，

選賢任能，良好吏治法令配合，已成為不可或缺，人事管理機構組建，



即在健全機構、加強管理，中共鑑於文革動盪，未能建立體制化傳統，提

出改革要求，並重組人事管理機構體系，此乃基於發展與情勢所需（註

六）。

４．面對世界借鑑有益經驗之要求：中共採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與各

國之間有所來往，面對此種情勢與挑戰，自應有所回應，對政府部門工

作人員之管理，就成為政府體制改革的重點，同時必須借重其有益經驗，

以促進科學化、效率化、分類化與法制化之發展。

５．推行政務、治國所需：人員為推動政務之基礎，中共近來不斷調整政

府體質，以推動四個現代化建設，從而對其政府部門工作人員之素質、能

力等已漸予重視，其管理及其機構之完善已成為其要求，俾能有效執行

政策、法令，其不僅要求帶動人員積極性，更要使其有強烈使命感、責任

感與服務貢獻之精神，進而完成所承負之任務（註七）。

（二）管理層面之目標

　　中共政府部門之工作人員，或謂之幹部，或為今之國家公務員，其

廉潔、效能與甄拔運用之要求，就管理層面而言，與各國亦有其共通之處

１．開發中國家文官改革之要求：開發中國家之文官體制改革，與其經

濟發展有密切關係，從其本國國情出發，結合現代管理方式，以提升其

政府運作效能；中共人事體制改革，以及政府各級人事管理機構組建、發

展，亦係受此發展情勢之影響，如精兵簡政、機構改革、國家公務員制度

建立等亦係環繞此議題而來（註八）。

２．適應現代化政府發展與管理之要求：由於中共改革開放之發展，帶

動社會經濟之發展，廉潔而有效率的政府就成為關注的焦點，其人員甄

拔管道有限度開放，強調競爭擇優，以適應生產關係的轉變，則人事制

度面臨此等現代化情勢，自應相對的進行改革。舉凡素質、法制、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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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科學化、民主化）、產出（高效化）等，均為其現代化管理發展的重

要表徵。

３．健全管理、改善集權弊端之要求：中共之社會主義幹部制度，具有高

度集權特色，為鞏固政治體制高度集權化，以致助長權力過分集中，從

而導致濫權、專斷、迷信，且不受制約，民主與法制無法有效發展，徇私

受賄、貪贓枉法情形嚴重，故以權力層層集中、幹部層層委派，形成恭順

守舊、服從因循之風，失去自主性與創造性；因而，中共人事管理制度及

其機構發展，乃在適應發展需要，怯除弊端，強化管理功能，有效運用

人力、增進政府效能與生產力而來（註九）。

　　中共各級人事機構之組設，緣於環境變化必須強化政府管理效能，

解決過去弊端，惟究其改革過程、目標及其所採策略，大致止於治標，以

維繫政權，而非從事治本工作；因此，原有積弊仍然普遍存在，而改革

所滋生新問題，其解決、成效仍然在未定之天，有待時間檢視。

　　茲就前述中共對其政府部門設置各級人事機構之需要與背景，予以

歸納其要求之梗概，如圖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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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而可知，中共人事體制及其各級人事機構之組建，有其特殊背景

與黨政關係，必須注意其意識形態預設、歷史沿革，以及改革與發展的有

關背景、要求，期能掌握其發展格局與限制，鑑於環境條件、觀念價值、

法制建構等均未臻現代化水準，以致發展處於「過渡型」階段，探究其體

制時不得不加以了解，以免對其主張與要求產生誤解，誤認其改革已具

成效，而予過高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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