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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新进入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从历次机构

改革的情况来看,改革能否收到预期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

否解决好人的问题,机构的优化必须与用人机制的优化相结合,

才能真正促成行政运行机制的优化。王荣从2010年1月1日起,

深圳市所有新进入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无论是通过招聘,还是军

转安置、调任、市外转任等方式进入的,一律实行聘任制。其

中,对军转干部安置为聘任制公务员的不实行试用期,直接签订

无固定期限合同,并根据其军龄给予一次性补偿,计入社会养老

保险和职业年金账户。李锋为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深圳昨日召开了全市行政机关公务员分

类管理改革动员大会。“深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思路出

台后,社会各界和互联网上反响热烈,改革后聘任制公务员的招

聘也出现了报名火爆的场面,说明了这项改革是得民心、顺民

意的。”省委常委、代市长王荣说。今后所有新进公务员均

实施聘任制深圳是全国最早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城市之一,在上

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借鉴香港的做法进行公务员分类管理的

研究和探索。2006年8月,深圳按照分类管理原则,在公安系统

进行了专业化改革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效,而从2007年1月起,深

圳也被原国家人事部确定为开展公务员聘任制试点的城市之

一。“深圳本次开展的分类管理改革,覆盖了全市行政机关所

有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的所有参公管理人员。”据深圳市常

务副市长李锋介绍,在职位分类改革方面,公安系统继续按分类



管理的要求深化专业化改革,监狱劳教系统警察按公安模式启

动专业化改革。市直10个部门所属执法单位,以及6个行政区和

光明、坪山新区所属履行环保、文化、卫生、劳动、城管执

法职能的执法单位中所有在编非领导公务员划入行政执法类

；区属其它执法单位待区机构改革后再确定是否划入。市气

象局气象预警预报处、网络监察处的所有在编非领导公务员

划入专业技术类,其他公务员暂按综合管理类管理。据李锋在

动员大会上透露,在聘任制公务员改革方面,从2010年1月1日起,

深圳市所有新进入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无论是通过招聘,还是军

转安置、调任、市外转任等方式进入的,一律实行聘任制。其

中,对军转干部安置为聘任制公务员的不实行试用期,直接签订

无固定期限合同,并根据其军龄给予一次性补偿,计入社会养老

保险和职业年金账户。三大职类“优势不独占,劣势不集中”

分类管理改革后,深圳公务员系统正式形成了综合管理、行政

执法和专业技术三大职类,由于综合管理的各种待遇仍保持不

动,因此仍被认为是“铁饭碗”,而后两者却被网友市民们看作

是“瓷饭碗”。然而,李锋昨日在提到三类公务员的“含金量

”时提到:“三大职类将实现综合平衡,换句话说就是优势不独

占,劣势不集中,让三个职类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吸引力,从

而引导公务员分类发展。”据李锋解释,“综合平衡”原则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总体待遇大体相当。三大职类公务

员预期总体待遇平均水平基本类似,进入不同职类干一辈子的

总体待遇平均水平差别不大。“这里强调的是总体待遇,也就

是各职类所有公务员一辈子待遇总和的平均水平,而不是某几

个个体的比较,也不是某个时点待遇的机械比较。”李锋说。

二是职业发展前景各具特点。综合管理类实行职数控制,是一



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强调竞争择优,个体发展前景的差异大、

不确定性高,最终大部分人将积聚在金字塔的底部(科级)；行

政执法类在职业发展的大部分时间不受职数限制,靠年功积累

和工作业绩晋升,发展前景确定、路径清晰、节奏平缓,大部分

人最终发展高度差别不大但快慢有别(基本上都可达到二级执

法员以上)；专业技术类强调对专业技术的尊重,专业技术水平

在职业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专家和技术权威将可能获得优

于高官的待遇,但其交流机会相对较少。“分类改革后,三大职

类公务员的职务,在工资上可能有一定比较关系,但其本身代表

的意义完全不同。”李锋说,综合管理类职务主要体现职责权

限和能力的大小；行政执法类职务主要体现在执法职位上的

年功积累和业绩情况；专业技术类职务则体现在专业技术职

位上的专业水平和考核情况。因此,三大职类的横向比较既不

科学,实际意义也不大,应更注重同职类人员发展情况的比较。

按照改革方案设计,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约3至4年可上一级台

阶,45岁左右可达到相当于副调研员的工资水平,退休时有30%

至60%人员可达到相当于调研员的工资水平。“分类管理为

公务员队伍成长开辟了三条阳光大道”“实施公务员聘任制

和分类管理改革,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今天改还是明天

改,是主动改还是被迫改的问题。”王荣说,目前,公务员制度

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对公务员的“铁饭碗”、退休

待遇等问题诟病很多。无论从国家的部署还是从社会的要求

来说,下一步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都必须是公务员自身,而深圳

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思路出台后,社会各界和互联网上反响

热烈,而改革后举办的首次聘任制公务员的招考也出现了报名

火爆的场面,说明了这项改革是得民心、顺民意的。王荣认为,



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举措。“从

历次机构改革的情况来看,改革能否收到预期成效,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能否解决好人的问题,机构的优化必须与用人机制的优

化相结合,才能真正促成行政运行机制的优化。”王荣说,要使

政府机构改革实现初衷,收到更大效果,就必须配套进行干部人

事制度改革,使公务员适应新机构、新职能的要求。这就需要

按照机构改革的职能设定,对公务员进行分类管理改革,打造一

支更加专业、更加高效、更加廉洁的职业公务员队伍,从而更

好地履行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职能。“分类管理的实施为公务员队伍的成长开辟了三条阳

光大道,避免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情况,而且每条道路都有足

够的上升空间。”王荣认为,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不仅要着眼

于提高公务员个人素质,更要着眼于优化人才结构、理顺执行

体系、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执行力。“任何

一支有效率的团队,都是各擅其长、通力合作的团队,都是复合

型人才与专业型人才组合、管理型人才与业务型人才搭配的

团队。就像行舟,光有掌舵者,船无力前行；光有划桨者,前进

就失去方向。”王荣说。而针对新进公务员均实行聘任制,打

破“铁饭碗”的尝试,王荣则认为,深圳推行此项改革主要是解

决公务员的出口问题。“不解决出口问题,其它改革措施都只

能触及皮毛,因此改革必须是职位分类与聘任制的结合。”王

荣说,聘任制公务员与委任制公务员在身份和政治待遇上没有

任何差别,都使用行政编制,履行公务员权利义务,在职责权限

、能力要求、职务升降等方面执行同样的制度。二者的差别

体现在用人方式上,聘任制公务员实行合同管理,实行社会基本

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相结合的退休保障制度,相对于委任制公



务员而言,其退出机制更加灵活,单位二次选人和公务员二次择

业的自由度都更大。相关推荐：从深圳公务员起薪7000看收

入分配改革之困深圳首招聘任制公务员最低职级起薪7000

元2010广东深圳公务员招考创记录3.4万人争350席位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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