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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的公务员管理机制主要包括：激励机制、竞

争机制、风险机制和保障机制等[1]。在这些公务员管理体

制中激励机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建立相对完

善的公务员制度就显得十分重要。目前，中国公务员分为

二十七级，这是一个较长的公务员等级链，这也就决定了

中国现行的公务员激励机制不能真正做到对各个级别的公

务员都起到较好的激励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说当下中国的

公务员激励机制建设必须要考虑的不同级别公务员的不同

需求，这是建立完善的公务员体制的必然选择[2]。

1 中国现行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1.1 物质激励主要以工资激励为主，激励方式不合理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整体工资水平呈现出

不断上升的趋势，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升，

而目前中国公务员的工资主要是由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和

级别工资等构成，这种工资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

是无法真正发挥工资对工作人员的激励作用[3]。为了弥补这

一缺陷，国家有关部门开始推行奖金制度及奖励先进工作

集体，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这种措施的激励

作用却十分有限，主要是因为奖金及奖励在工资中所占的

份额十分有限，不能满足公务员对工资增长的预期。

1.2 缺乏相应的竞争淘汰机制

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公务员这一职业是

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且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与社会地

位，且并不会受到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这也就使得

人们认为公务员职业是“铁饭碗”，只要进入其中便不会

担心失业。这主要是因为在公务员队伍内部缺乏强有力的

竞争淘汰机制，这就使得部分公务员在工作中只求无过，

也不求有功[4]。另外，在公务员选拔过程中存在着暗箱操作

等行为，在公务员工作中还存在着“任人唯亲”等问题，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务员队伍的公平竞争。

1.3 缺乏层级激励机制，激励缺乏针对性

目前，中国对公务员的激励多是采用统一的激励措施，

大多以薪酬激励为主，薪酬激励虽然满足了公务员的物质需

求，但对部分有其他需求的公务员而言并不能起到预期的激

励作用[5]。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人的需求可以

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感、尊重

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五个层次，而目前中国的公务员

的激励只是满足了其物质生活需求，即只能满足公务员的生

理需求，对其更深层次诸如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需求

的满足却很少提及。不仅如此，中国目前的公务员激励制度

缺乏针对性，对各层级的公务员所采取的激励措施大致相

同，这就激励的效果十分有限。就现实情况来看，不同层级

的公务员的需求是存在着差别的，因此，现行的激励措施具

有很大的局限性，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

1.4 缺乏反向激励

所谓反向激励是指对公务员在工作中出现问题的处

罚，以此来对其他人员起到的警醒与限制，这种警醒及限

制会督促相关人员在工作中更加细致谨慎，从而更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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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完成工作[6]。眼下，在中国公务员队伍中，对公务员

工作错误的惩罚措施往往是由部门领导决定的，并没有形

成书面文件等具有直接约束性的文件，这就使得公务员在

工作中不用太担心工作失误受到处罚，至少不会受到与其

错误等量的惩罚，也就是错误代价较小[7]。正因如此，政府

部门的反向激励效果并不明显。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不仅

会造成反向激励缺失，而且还不利于公务员队伍工作积极

性的提高，最终造成公务员在工作中的失位缺位。

2 推动不同层级公务员激励机制改进的相关措施

2.1 合理调整工资结构，建立多元化的激励措施

推动公务员激励机制的改革首先要调整工资结构，建

立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将公务员工资与绩效考核相挂钩，

建立在一定工资基础上的多劳多得制度，增强公会无缘队伍

的工作积极性，增强薪酬激励的效果[8]。在中国，对公务员

的激励措施多是以薪酬激励为主，这种激励措施最易进行，

但是激励效果却十分有限。因此，在完善公务员激励措施时

要不断丰富激励方式，建立以薪酬激励为主，多种激励措施

共存的多元化激励[9]。不仅如此，要不断增加奖金激励的力

度，增加奖金的份额，使得薪酬激励能真正发挥作用。

2.2 建立完善的竞争淘汰机制

在公务员的任用及晋升方面要充分考虑公务员的绩

效考核结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务员队伍的健康发展。

之前的公务员被认为是“铁饭碗”，要逐步打破这种旧思

维，建立严格的竞争与淘汰机制，在公务员的录用阶段就

要讲求竞争上岗，进一步体现公平。另外，进一步强化考

核机制，对多次考核不合格的公务员实行开除公职等严厉

的惩罚措施，以此来保证公务员队伍的活力，从而防止公

务员队伍的僵化[10]。与此同时，要将公务员的录用及考核

结果透明化，主动接受社会公众、内部工作人员及媒体的

监督，避免暗箱操作。

2.3 建立分层级公务员激励措施，强化精神激励

中国将公务员队伍分为二十七级，每一层级对激励方式

的要求不同，在完善薪酬激励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强化精神激

励[11]。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结合中国独特的行政文化，建

立一整套公务员激励措施，不断提高中国公务员的积极性，

逐步增强公务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和政府的凝聚力。公务员作

为一个特殊的职业，对任职人员的政治素养要求非常高，要

求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始终树立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12]。只有增强公务员群体的主人翁意

识，和其职业道德素质建设才能从精神层面提高公务员的积

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将具有更好的持久性[13]。

2.4 健全反向激励措施，增强服务意识

随着中国十八大的召开，党和中央进一步强调公务员队

伍的廉政建设，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行为，对公务员进行问责

与追责，这将进一步提高公务员队伍的工作积极性，这是反

向激励的一项重要举措[14]。健全反向激励措施要求各级政府

要进一步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对

出现问题的公务员进行及时处罚。另外，进一步推行权力清

单制度，使得公务人员在运用权力时能有所顾忌，避免“踢

皮球”现象的出现，保证政府部门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反向激励要求各级政府公务人员必

须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做或者做错都是要受到处罚，这就从

另一方面对公务人员进行引导，从而使得各级公务员始终将

自己的工作放在心上，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

3 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公务员队伍的管理也变得

十分复杂与困难，尤其是对公务员的激励一直是各级政府十

分重视的问题。但是，直到现在中国对公务员的激励仍然存

在着很多问题，如上文所说的激励方式单一、缺乏竞争淘汰

机制、精神激励弱化等等都是造成中国公务员激励困难的重

要因素。因此，在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道路上必须要考虑

到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要

求各级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这是从制

度上对公务员的工作行为进行约束，建设法治政府，建设人

民的政府。建立完善的公务员激励机制，不断调动各级公务

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得各级公务员能真正设身处地地为老百

姓办事，这才是对公务员激励所要达到的效果。从现实角度

可以看出，完善的公务员激励机制不仅是对公务员的激励，

更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政府形象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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