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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着政府管理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有效性，决定着

行政效率。当前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旨在建设高效、勤

政、廉洁的公务员队伍，要从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的激励

机制，发挥奖优罚劣的功能，引导和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做起

，本文着重从激励的原则和途径加以阐述，以便探索出一些

适合公务员激励的办法，使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为人

民服务中来。 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原则一是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形成，是人类社会长期管理实践的必然

趋势，也是管理活动中提高管理效率的客观要求。在管理的

各项要素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管理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

管理思想，就是始终把为人放在首位，把完善人、发展人作

为管理的根本，并根据不同类别、职级的公务员，制定人性

化的管理措施和激励手段，发挥人的潜力，提高工作绩效。 

二是功绩制原则。功绩制是现代文官制度的一个原则，就是

按照公务员工作绩效的大小、好坏，作为奖励惩罚和职务升

降的依据，体现了任人惟能和奖优罚劣的思想，实现了机会

均等的原则。它有利于克服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使能者

上，庸者下，激励公务员勤奋工作，引导公务员选择与社会

公共利益保持一致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三是物质和精神

并重原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显

著提高，然而，物质需要始终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是人们从

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对公务员来说，他们必须先解



决基本的生活需要才能有更高的追求，所以物质激励在当今

的公务员激励模式中仍然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模式。精神激励

就是通过表扬、嘉奖、记功、授予荣誉称号等手段鼓励公务

员工作，引导公务员争当先进，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多作

贡献的需要，增强其工作的荣誉感、责任感和进取心。行为

科学和现代人力资源观点都认为，人不仅有经济上的需要，

更有精神方面的需要。 四是正负激励并用原则。负激励制度

是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重要内容。现在公务员队伍中部分

公务员存在“稳定有余、动力不足”的现象，这说明仅用表

扬、晋升、奖金等正激励手段是不够的，应该合理运用批评

、降职、辞职辞退等负激励手段，对被激励人员产生警示作

用，产生压力和危机，从而激发积极性和能力，提高工作绩

效。同时，科学研究证明，一个人对于惩罚的感觉比奖赏敏

感得多，相同程度的惩罚有两倍于奖赏的效果。所以，当传

统的正激励不能使公务员充分发挥积极性，适当的使用惩罚

激励会取得良好效果。 五是公平原则。根据亚当斯的公平理

论，一个人对自己得到的报酬是否满意不只看其绝对值，而

是看进行比较后的相对值。也就是说，把自己的报酬与贡献

的比值与别人的或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比值进行比较，如果相

等或大于，则会心理平衡，感到满足，并努力工作。否则，

就会感到心里不平衡、不公平，失去工作积极性。在工作实

践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单位和部门对于责任心不强、不

能胜任本职工作、完不成任务者、有违纪行为的公务员，由

于好人思想、怕得罪人，处理力度不大，得不到处罚；对于

工作能力强、干出实绩者，由于平均主义思想，奖励力度也

不大。使得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致使激励的



奖惩功能受限。 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途径第一，加强思想

教育，增强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通过思想教育，首先使公

务员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八荣八耻”思想，以公务员

行为规范为标准，做到道德高尚，办事公道，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第二，完善职务晋升制度和制定

科学的工资晋升制度。在公务员的职务晋升中要以功绩制为

原则，要大力推行竞争上岗制和职务任期制，杜绝和减少公

务员晋升中“由少数人选人”和“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现象

，使职位晋升更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增强群众参与程度和

透明度，扩大晋升层面，增加晋升机会，起到优胜劣汰、能

者上庸者下的激励功能，有效杜绝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并在

一定程度上预防腐败。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工资结构和工资

晋升制度。使工资晋升严格与公务员的工作实绩挂钩，不同

工作绩效，为不同的工资晋升的规定。 第三，合理发放年终

奖金。《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公务员在定期考核中

被确定为优秀、称职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年终奖金”，也

就是说凡年度考核称职者，发给本人十二月份的基本工资为

奖金。但一方面，不管是优秀还是称职，相同职务级别的人

享受相同数额的奖金，没有区别。另一方面由于公务员考核

称职以上的近乎100%，平台过大，人数过多，几乎所有公务

员都能享受，享受者产生不了荣誉感，产生不了刺激，失去

调动工作积极性的作用。所以应增加考核优秀人员的年终奖

金，使之于称职人员的奖金有较大差距。同时，应对基本称

职和不称职人员处以罚金。 第四，完善考核制度。考核是奖

惩的基础，而奖惩是考核的具体体现。一是科学合理的确定



考核内容。根据“德、能、勤、绩、廉”五方面，按照职位

分类确定分类级别的考核内容，对不同级别、不同类别的公

务员，确定不同的考核内容和侧重点。二是要量化考核指标

，完善考核办法。参照西方国家公务员绩效考核“以岗定责

、以责定标、以标考核、兑现奖惩”的管理办法制定考核指

标体系，结合岗位责任和工作目标，分解考核要素，确定考

核指标。三是要合理使用考核结果。“公共部门绩效评估要

长期健康地发展，必须建立适当的奖惩制度。‘不奖励成功

，就可能是在鼓励失败，鼓励失败的结果是产生荒谬的刺激

，导致组织绩效每况愈下’。奖惩是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具

有较强激励作用的手段和措施。”在具体实践中，要对考核

结果的使用作出更为明晰的规定，要加大对优秀公务员的奖

励力度和对不称职公务员的处罚力度。 第五，注重培训激励

。公务员培训激励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方式，它是物质激励和

精神激励的有机结合，可以促进公务员能力和素质的提高。

当前，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人们对学习的渴求越来越强

烈，这就迫使公务员必须加紧“充电”。欲使各种各样的学

习机会能起到激励作用，就要为受奖励者提供各种免费学习

机会。如计算机操作、网络应用、英语学习等技能培训及专

业管理知识课堂、法律知识讲座、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外

学习等多种学习形式，使公务员有机会吸收新知识，开阔视

野，明确思路，掌握新技能。这种激励模式，一方面是对工

作表现突出、成绩优异者提供，以示奖励；另一方面，是对

工作表现差需调任职务或降职公务员，做拟调任工作需要的

专门培训，属上岗位培训，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提

高工作水平和服务能力，以适应现任岗位或转岗后的工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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