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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背景知识(简单了解一下) 在1993年以前，我国很少有“

公务员”这个说法，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公务员，哪个时候是

政府人员、党务工作者、企业人员、学校、事业单位等统称

为“国家干部”，有很多级别，比如大学毕业，分配到单位

工作，定为多少级别，对应什么工资，应分多少面积的住房

等等，国家用人体制与现在有极大的不同，国家用人是大学

直接分配和调动或从社会各个层面直接录用，没有公务员考

试这个说法。下面详细说说公务员这个概念的由来，使大家

了解这段历史知识从而对公务员考试的核心理念和精神有一

个高层次的认识，对具体的考试也会有更深入的把握。 现代

化的公务员制度，起源于英国。19世纪中叶开始的文官制度

改革，确立了以考任制为核心的任用制度和以工作实绩为基

础的考核制度，奠定了英国公务员制度的制度基础，也奠定

了英国现代政府体制的基础。这为英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

务达到一个半世纪之久奠定了基础。在英国之后，美国、法

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公务员制度建设，为其

建立现代政府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社

会和政治发展。 现代公务员制度有很多制度构件，包括录用

、晋升、退出、工资激励、权利保障等机制。其在录用方面

的特征是，不基于个人关系，而基于个人的才干，通过竞争

性的招聘考试。考试可以是全国性的，也可以是地域性的或

者部门性的。在晋升方面的特征是，不基于个人关系，而基



于个人才干和业绩，业绩优秀者得到适当的奖励。这样，公

务员可以长期保持工作的激励，不会过多地考虑取悦于上级

或者有权优势的领导人。在工资制度方面的特征是，其工资

一般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之上，并且上下级之间有相当的差

距。高级公务员与低级公务员工资差别较大，可以吸引高质

量的人员，并将重要人才集中到薪金较高并且具有战略性的

人员。其核心特征是不任人唯亲，通过竞争性的录用、晋升

和富含激励的制度确保用人唯贤。 在中国，人事制度也是中

国的核心制度。在1993年正式施行公务员制度之前，中国实

行的是干部制度。干部制度基本上是一种身份制度，也就是

说整个社会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干部，处于治人者的位置；

一种是群众，处于治于人者的位置，包括工人和农民。一个

人一旦取得干部身份，就拥有了与这一身份相关的名誉、地

位和福利待遇。除了身份制特征之外，干部制度还有如下特

征： 缺乏具体的管理制度。人员任命基本上实行委任制，单

纯依靠行政手段任命干部，一旦任命，只要不犯严重错误，

就终身享受干部待遇。选拔任用由少数领导决策，组织部门

负责实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否则就是论资排辈

。干部考核只有定性标准，缺乏定量化标准，重视政治标准

，忽视业务考核。干部管理缺乏基本的法律规章制度。录用

、考核、退休、工资福利、公务员权利与义务等方面，缺乏

具体的管理制度。 干部外延广泛。它不仅包含国家机关除工

勤人员之外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除工人之外的工作人员，

还包括政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组织的工作人员，甚至

还包括寺庙中的工作人员。这一制度状况适应计划经济时代

经济、社会和政治高度一体化的需要，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



下，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政党、政府与事业单位、政府与社

会组织，实际上都处于一体化的状态，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与政党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人民团体等社

会组织工作人员都是一回事，都是由国家任命、其工资由国

家统一支付，都在为国家工作。 1979年末中共中央十一届三

中全会决定开始完善和发展干部的选拔、录用、任免、考核

、轮换等制度。自此开始，逐步建立了正常的离退休制度，

打破了终身任职制，实现新老干部交替正常化；打破干部任

用的单一委任制模式，实行委任、选任、考任等制度。在考

核制度方面也有了新的尝试。这些实践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

验，并且开始让公开、公平、竞争、考核等观念逐步深入人

心，干部人事制度的封闭管理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开始向

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鉴于粗放式

、千篇一律的干部制度已经跟不上实际发展需要，因为随着

城市经济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启动和深化，对

国有企业、人民团体、事业单位、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工

作人员有有必要进行分类管理。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可以

针对国家行政管理效率的需要，建立现代化的公务员制度，

从而保证国家行政管理的效率和活力。 1992年中共中央十四

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适应市场

经济建设的需要，干部制度改革也遇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因为市场经济改革，必然要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也

必然要充分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大一统的干

部制度显然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对

干部进行分类管理，建立公务员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 在

这一背景之下，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干部人事改革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1993年4月24日国务院第二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3年8月14日国务院令第125号发布，1993年10月1日正式

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自此开始，中国国家公务员

制度正式建立。在此基础上，国家人事部还进一步出台了很

多重要规章，其中重要的有《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方案》、

《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奖励暂行规定

》、《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申诉

控告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职务升降暂行规定》、《国

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国家公务员培

训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职位轮换(轮岗)暂行办法》和

《公务员申诉案件办案规则》等。《暂行条例》和这些暂行

规定，奠定了中国公务员制度录用、考核、奖励、晋升、培

训、交流、回避、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以及公务员权

利、义务、工资保险福利、需要遵守的纪律等制度的法律基

础，国家公务员管理无法可依的局面基本得到了改变。也正

是从1994年开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考试，不过范

围很小，尚未全国普及，考试模式也与目前大不相同，基本

属于探索实验阶段，当然，考试也受到当时尚未完全理顺国

家用人的相关制度的现实影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