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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AE_BA_E7_83_c26_514372.htm 任何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

都将会引起国家行政体制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行政体制的外在形式的变革政府机构的重建；二是行

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权力的重组和增减

。可见，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经济

体制改革又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前提和基础。从本质上讲

，这是上层建筑必须符合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为了使上层

建筑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基础。 一、转变政府职能存在的问题

1.对政府职能认识不清。我国的政府管理模式来源于前苏联

，政府包揽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现在我们构

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

开、政事分开、政府只需要管理那些社会需要而其自身管不

了或无人管的社会公共事务。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

事务则由他们根据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定自主处理。在具体操

作过程中，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分不清哪些事务该政府管，哪

些事务不该管。他们沿用传统的管理方式，除上级明文规定

不管的事务外，所有社会事务都要管，认为这样做十分妥当

，不会出现管理真空。 2.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留恋权力。在实

际工作中，往往因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权力的留恋使市场

机制难起推动作用。因为这种权力可以给有关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带来利益，失去这些权力，就意味着失去某些既得利益

。市场同权力竞争，结果是力不从心，权力通常占据上风，

致使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样，影响行政效率提高，同时产



生腐败。 3.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不健全。转变政

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

社会自身的管理和服务是否健全密切相关。在过去的计划经

济体制下，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功能先天不足，因

而所有的事务必须由政府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

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的自我

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也日益完善，且表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

同步的趋势，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社会功能越齐全；相反在

一些落后地区，因社会自身功能不全，严重制约了政府职能

转变的速度。在发达地区可以交由社会管理的事务，在落后

地区还必须由政府统管起来，这反过来又阻碍了市场机制的

发育。 4.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国民的整体素质有

较大提高。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行，政府工作人员的素

质也有很大提高。但从总体上讲，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与

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不

能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的要求。一是对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

政效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行政工作效率不易衡量，担

心职能转变会引起负面影响。二是对政府职能只有大致了解

，对本层级、本区域、本部门应履行的职责缺乏科学的认识

、清晰的界定。不知道哪些职权应归还社会，哪些职能应得

到加强。三是等待观望，不敢创新。虽然他们也赞成转变政

府职能，但行动上却等待观望，希望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照搬

照抄，缺乏创新意识，也不愿主动探索。四是胸无大局，思

考问题往往从小集团、或个人私利出发，对既得利益不愿放

弃。五是为人民服务意识淡薄，工作不负责任，方法简单，



方式粗暴。凡此种种都说明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

的需要不相适应。 二、转变政府职能应从实际出发 如何转变

政府职能是关系到我国改革成败及能否以最小代价推进改革

的关键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

政府职能。 1.与时俱进，更新观念。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

来自公务人员思想观念的转变。伴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

深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要与时俱进，不断转变和更新。首

先要继续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树立市场经济体制观念

。WTO的一系列原则是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制定的，体现

了市场经济观念，如平等竞争的原则、开放市场的原则、透

明度原则等。这些原则所体现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完全不同

的思想观念，政府公务人员只有树立这些新的思想观念才能

适应市场经济和WTO的要求。其次是不断克服官本位思想影

响，树立以服务为中心的思想观念。长期的考试，大网站收

集计划体制形成了以权力为中心的行政管理理念。这种管理

理念造成了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资源配置浪

费、权力过于集中等许多弊端，与市场经济和WTO规则格格

不入。因此，政府公务人员必须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变管

理为服务，改变机关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第三

是克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树立法制观念。市场经济是法制

经济，我国加入WTO，就要遵循WTO规则，与WTO相违背

的法律、法规都要逐步取消或修改，一切经济政策、经济法

规都要公开、透明，与国际接轨。 2.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体

制。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中负有职责和应发挥作用，包

括公共秩序法律的制定，秩序的维护和违规的惩戒等。要根



据WTO规则和我国的承诺，全面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规

章和政策，废止与WTO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

策，修改、制定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WTO规则要求

的法律、法规、规章。要逐步形成科学、统一的管理制度体

系，改变“政”出多门、管理标准不一、执行程序各异的状

况，杜绝依据内部文件、内部规定进行管理的现象，各类法

规、规章应统一归类，制定和执行时协调一致。政府管理行

为要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不能超越法律、法规、规

章的限制任意发挥，也不能放弃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

职能，“无作为”或“有选择”地行使。 3.提高服务职能。

政府在保障公民的基本社会需要，便利民众的工作、生活等

方面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灾害的求援和救助，生活环境的美化等。这里论及的政府职

能是针对整个政府组织而言的。实际上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

政府其职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各级政府机构都应认真研

究自己应承担的职能，清理现有职能，凡市场机制起作用的

领域政府尽量不要介入，更不能替代，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

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凡是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务

，政府应把它管理好，以弥补市场的缺陷，让人民满意。 4.

不断提高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国家公务员的素质不仅关系到

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且直接影响行政效率的提高。因此，有

必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提高国家公务员的素质。一是每

年从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研究生中选拔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国

家公务员队伍，增加新鲜血液，不断优化国家公务员的素质

结构，使高素质人员的比例不断增加。二是完善公务员继续

教育体系，鼓励在职人员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输送公



务员到党校、行政学院和高等院校进行培训，提高公务员履

行职能的素质和能力。三是通过干部交流、挂职锻炼、下基

层调研等方式，扩大公务员对社会的接触面，丰富他们的实

践经验，提高其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积极发展电

子政务，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政府管理信息化建设，是

增强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的技术基础，是转变政府职能的

物质技术手段。当前，需认真研究发达国家推进电子政务的

经验，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制定规划，加大投入，统一标

准，搞好信息资源的整合，形成统一、畅通的信息网络系统

。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在网上公开政府的相关政策、规

定，发布政府工作的相关信息，提供便捷的信息通道。建立

网上审批管理制度，开展网上申请、网上审批业务，提高政

府办事效率，强化社会对政府的监督。注重安全防范，分类

管理可以分开不能公开、严格保密的信息，防止泄密。采用

“防火墙”等安全技术，预防病毒和黑客的袭击，保证电子

政务的安全运行。"#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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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