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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新政”:为“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取信于民，接受社会

监督”，该市直属单位公务员面试将邀请考生“家长现场旁

听”。邀请外部力量介入面试过程，无疑有助于对这一弹性

极大也争议较多的招录环节进行监督。不过，对于公务员这

样一个面向成人的公共管理岗位，面试过程竟要邀请“家长

旁听”，实在有些“小儿化”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这一措

施的设想基点，完全悖谬了其目标价值:一个连面试都需要“

家长”在旁见证的公务员候选人，即使学富五车、温良恭俭

，这样的“阿斗型人才”又怎能承载民众厚望而担当公共管

理的重任？ “家长”一词，是一个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民间

习惯语汇，中外法律上的对应称谓是“监护人”。不论“家

长”还是“监护人”，都针对那些意志和行为不能自决的未

成年人或者精神有缺陷者而言。如果某人年满18岁且神志正

常，虽在亲属身份上仍为子女，却已根本不存在严格意义的

“家长”、“监护人”及其相应的家事代理权或者监护权。

通过公务员报名资格审查和笔试的考生，必已成年且神志清

醒更有较高文化，因此，完全不必劳烦“家长”旁听面试。 

事实上，“家长”旁听子女参加公务员面试，无助于从根本

上保证公正招录。面试虽然受责较多，但关键的问题并不在

面试现场，因为评估过程、遴选程序、权衡博弈、最终确定

这些实质性的决策环节，并不是现场拍板。家长即使坐在一

旁，他所获知的信息不会多于考生本人，而且如果缺少更大



范围的普遍透明，无从援引体制力量进行核查，家长即使在

面试现场发现问题，他也只能和考生一起发出“一声叹息”

。相反，如果某个“家长”确有某些背景，其莅临面试现场

指导，难免会妨碍考场应有的公平空气，这对有心追求公正

的考官和其他考生，却不是一件好事。 考生“家长”既不构

成“监护关系”，反而由于对面试结果存在冲突性的直接利

害关系，不仅不必旁听面试，而且严格意义理应回避。那么

，谁有资格“旁听”？笔者认为，从引入监督机制的角度讲

，完全不必将监督主体限定在考生“家长”之列。千万不要

以为，公务员考试只是招录单位和考生家庭之间的事情，不

能“开了家长探视窗，照旧关起公共门”。毕竟，公务人员

乃管理众人之事的专门人员，谁可忝身其列、有何过人之处

、如何优胜劣汰、怎样脱颖而出？恐怕没有什么比这些信息

更需要公之于众的。而这些信息及其幕后的处理过程，与公

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因此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九条关于“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范围，理应通过公民报名

旁听、网络直播、全过程文件开放备查、招录工作内部报告

全文对外公布等无差别的方式，向社会全体成员和媒体广泛

而深度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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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