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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9_99_88_E

6_9C_89_E8_A5_BF__c122_485797.htm 9月22日《新京报》以

赞赏的口吻报道：《九省二市试点公务员官改 公务员变身成

官员》。说国家质检总局8月中旬发布消息，将在江苏等五省

（区）推行质量技术监督官和检验检疫官制度。“企业注册

官”、“检验检疫官”等相继出现，涉及行政执法与专业技

术两大领域4万余人。自从中国人大接受了学者的建议，通过

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之后，“官”这个曾经在中国

贬了半个世纪的字眼，现在是越来越被人艳羡了。早在2000

年1月，人事部、公安部就印发了《关于在公安刑事、技术侦

查队试行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制度的通知》，决定在广东、安

徽、福建、内蒙古、重庆五省（区、市）公安机关进行专业

技术职位任职制度试点。那次试行工作涉及3万余人。设计了

法医官、鉴定官、行动技术官3个系列专业技术职位。看来，

中国的500万公务员，通过这种“改革”，以后都可以弄个“

官”当当。 中国历史上有“官”“吏”之分。对官有各种解

释。有的说官是京里放的，吏是当地聘的；官是为主的，吏

是从属的；有的说官是随时调的，吏是常在这个衙的；这有

点象现在说的“政务员”和“公务员”模式。有的引用西方

的概念，说官是换届选出的，吏是长任的文官。还有的人望

文生义乱解释，说官是管人的，吏是官事的。建立新中国后

，我们不叫官了，不知怎么的引进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日本名

称，叫“干部”。“官”是旧社会的旧垃圾，当官做老爷、

官僚主义、官场习气，凡涉及“官”的字眼，没有褒的意思



。劳动人民才是最荣耀的字眼。同志、领导、首长、干部，

没有人敢再称“官”。各行各业之前，加个“人民”。人民

警察、人民公安、人民公仆、人民邮电员、人民医生。改革

开放之后，从人民公仆，又演化出“公务员”。“干部”慢

慢淡出。市场经济之后，好象为了同有钱人抗衡，从政的于

是回复“官本位”，在称谓上要标示出权力，于是中华法系

的文官制度再得青睐，“官”的喜剧于是愈演愈烈。这同“

小姐”称呼的江河日下正好倒了过来。 秦汉之世，官与吏未

曾区别，隋唐以后，官与吏别为二途。由儒而进者为官，由

吏出身者不参官品。此种区别至宋更甚，严格讲求资格，不

可混淆。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核升迁管理之权在朝

廷，且按朝廷规定的禄格领取俸禄；吏则或出于召募，或应

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

俸禄“自收自支”。因此，官可不是随便叫的，你没有一个

正宗的出身，只能做吏。绍兴师爷就是吏，因为读了好多书

，有点文才，可以经世致用,但又考不上进士，到衙门帮忙做

吏。《公务员法》通过了，明年一月实施。这个法没有叫《

中国文官法》。职务和级别也绝对没有三公九卿的官衔称呼

。和《法官法》、《检察官法》不同。行政序列的人尽可以

有意见，凭什么他们可以叫官我们只能叫员？这只能怪全国

人大思想不够开放。已经立了的法没有办法变。其实《法官

法》等也有好多衔接问题。因为《法院组织法》、《检察院

组织法》仍然叫“审判员”“检察员”。中国的所有最厉害

的最严肃的《判决书》，仍然写着审判员某某某，没有写几

等法官某某某。我们的后代肯定弄不懂21世纪的中国官制。

人事部是主要起草、具体贯彻和解释实施《公务员法》的，



搞不懂的是，他们竟然可以公开违反刚通过的法律另行创造

一种称谓。 官的称谓绝不只是一个称谓问题。这是一种社会

思潮。这种思潮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其实谁都明白。而

且这个思潮的主体不是一般人，是最能够主导社会方向的一

群人。如果中国500万公务员将来真的都成了官，这可是一个

蔚为壮观的中国文官史上的重大成就。（作者系中华全国律

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高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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