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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务员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掌控着国家治理的权力"成为社会中独特的一个群体"然而公务员并非天

然的就具有公共情怀"公务员也具有私利性的一面"届时培养公务员公共精神就成为重要的课题$我国学者从思想和

法律制度%自律和他律%监督和激励%正向和反向的多管齐下等方面研究了培养公务员公共精神的路径选择和发展向

度"然而我国对于公务员公共精神培养的研究还处在初步层面"还需在多角度创新%深层理论分析上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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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前人们的视觉中公务员是政治中立之人#公

务员在处理公共事务中不会掺杂私念$ 然而公共选择

学派提出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认为公务人员也是自

私自利的# 并非在进入公共领域后自动由经济人变为

追逐公益#全心为民服务之人$为此现实中公务员的种

种行为也不断印证了这一假设# 公务员作为国家治理

权力的握有者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健康发展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公共精神的追求是公务员义不容

辞的责任和要求$那么何为公务员公共精神%如何培养

公务员公共精神%是&一手抓到底'还是&多管齐下'%或

者讲公务员成为公益追求者( 守护者和维护者的推进

和促成力量是什么% 或是什么力量使得公务员抑制了

自利性的驱使而追求公共利益%

人们为了避免彼此间的恶性竞争# 让渡出部分权

力#公务员作为国家权力的承担者承继了这部分权力#

成为人们的代理人# 然而代理人存在着违背主人利益

办事的情形#这些问题必将引起学者广泛地思考#从而

产生相应的研究# 学者对于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培养路

径进行了多方政策建议和指导$

一$公务员公共精神培养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国外研究

>!侧重忠诚(谦逊的行政美德的灌输和培养

行政学的创始人伍德罗)威尔逊在他 >EE<年发表

的*行政学之研究+最早提出公务员要保持价值中立#

行政人员应明确自己是普通大众的仆人# 要以良好的

态度为人民服务$ 另外一名美国的行政学家特别重视

行政人员官风官纪的培养# 行政人员要养成热情(忠

诚(合作和以服务为荣的官风#形成良好的内部关系#

充分发挥下级的民主参与作用$

;!行政裁量权的控制和约束

莱兹认为# 行政官员要用直视行为结果的实用主

义观点来行驶自身的技术自由裁决权( 社会计划自由

裁决权以及协调政治冲突自由裁决权$高斯提出#行政

人员应明白其向谁对什么负有自由裁量权# 要时常反

思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保证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

形成行政人员的职业义务感$

F!政治哲学的引入

沃尔多在他的*对公共道德的沉思+一文中提出#

应把政治哲学理论纳入到行政伦理学的范畴# 并探讨

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关系# 进而对公共利益的本质

进行深度思考#提出公共性是行政伦理学的核心价值$

罗尔斯也在他的*正义论+中提到#政治哲学的正义核

心为公共行政提供了社会公正的伦理支持和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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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法案的建构

"##$年美国制定!彭德尔顿法"政治中立原则在

法律上得以确认#!英国文官守则"的总纲明确规定$文

官必须效忠国家$诚实正直# 其后韩国于 %&#%年颁布

了!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日本于 %&&&年 #月通过了

!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意大利于 %&&$年颁发实施

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典"%新加坡也陆续制定了!公务员

惩戒规则"&!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

!二"国内研究

%!时事背景

'(()年在全国实施!公务员法"工作会议上$中央

领导同志提出$要努力在实践中培育具有时代特征&中

国特色的'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 *+字公

务员公共精神架构#时任人事部副部长尹蔚民提出$要

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的公共精神$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是

公务员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是公

务员作风建设的关键%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是公务员能

力建设的重点%顾全大局&团结协作是公务员做好工作

的保障#

,!学术探讨

)%*内涵的确定

杨柳在 !浅议我国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培育" 中指

出$公务员的公共精神区别于公民的公共精神$公务员

的公共精神除了具备自律&爱国$为共同利益而超越自

身利益的良好品质外$ 还要遵守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

观&公共行政基本原则和公共行政职业伦理观-%.

#

)+*路径建议

第一$道德教化与考评# 何林深指出$要加强道德

修养$树立公务员正确的政绩观#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

是当前培育公务员精神的首要问题-+.

# 袁忠提出$要构

建中国特色的干部道德考评体系$ 必须首先明确干部

道德考评的标准&主体&主要对象&方法等$并在此基础

上建立健全干部日常道德监督制度&记录制度&民主评

议制度&评判和警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考评申诉制

度和道德考评的法律保障制度等各种配套保障机制$

使干部道德考评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和有效-*.

#

第二$行政人格的塑造#行政人格是公务员公共精

神的进一步升华# 李颖&赵有声的!论公共行政精神与

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塑造"一文指出$行政人格是公务员

群体所独有的优良素质# 然而行政人格必须依附于公

务员精神$两者是相通与相互促进的#公务员精神需要

也必须内化为行政人格-!.

#

第三$自律和心理契约# 郑光梁指出$公务员人文

精神的养成更需要公务员的自觉与自律$ 要在自身的

学习&研究&感悟和实践探索中不断生成# 这种生成是

自觉地融合&不断内化的过程$也是量的堆积&质的飞

跃的过程-).

#卫琳认为$要共建和谐心理契约$增强公务

员的归属感#强化竞争意识$消除平均主义思想和消极

工作氛围# 实施非物质奖励$增加事业责任心&成就感

知和管理效能# 最为重要的是要谨慎和规范政府行政

组织/或代理人0的口头承诺或暗示避免与减少心理契

约违背或破裂-1.

#

第四$个人抱负#周峰在!求解公务员精神"一文中

指出$ 公务员要坚持不断提高善于学习& 善于调查研

究&善于自主创新的本领$公务员要坚持与时俱进$把

学习&研究和创新作为一种工作常态#公务员应自觉摆

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永远是自己为人民的勤务员-2.

#

第五$职业道德法律化&制度化#寇建平在!公务员

法+塑造公务员精神"文章中认为$把公共精神嵌入到

公务员法中$!公务员法" 应当承担起对公务员公共精

神塑造的责任$塑造公共精神不是几句空话$它取决于

具体的制度设计# !公务员法"是一个框架法$我们希

望$对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塑造$能够成为这个框架的灵

魂-#.

#李建华&李景云从'职业化(&'法制化(&'政治化(&

'组织化(和'现代化(等五个方面提出$转型时期我国

公务员职业伦理精神的制度化缺失与建构方略-&.

#

第六$强化培训和监督# 马光焱在!浅议公务员精

神及其培育路径"中认为$要形成全方位监督的态势#

设立行政伦理的专门管理和研究机构$ 督促与促进体

现公务员精神要求的行政伦理规范的贯彻# 充分发挥

党内监督&行政监督$从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全面考

察公务员的言行举止和综合素质$促使其方向明确$自

身综合素质全面达标# 另外$还要开辟人大监督&政协

监督& 群团组织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等社会监督的途

径$强化对培育公务员精神的外部约束-%(344.

#

第七$营造环境# 杨柳指出$培育公务员公共精神

要建设良好的政府文化环境# 要建设以人民群众为中

心及结果的导向型文化$培育公务员的公共精神$使人

们感受到政府致力的目标&政府的服务质量&价值观&

公务员的职业化水平和体现出的公务员精神以及他们

为公民&为社会福祉所做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周玉蓉

认为$培育公务员精神要着力营造'三大环境($即要着

力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实践环境&制度环境-4,.

#

第八$激励奖励角度# 阳森林认为$通过完善公务

员激励机制$为塑造公务员公共精神提供动力机制$改

变公务员持有'干好干坏一个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的工作心态#在奖励&工资&福利&保险$职务与级别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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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设计多种激励路径!"#$

" 郭红岩和蒋硕亮在他们的

博士论文中进行了我国公务员综合价值均衡激励机制

和复合利益均衡激励理论研究!认为要实现公务员物质

价值与精神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当前价值与长

远价值的有机结合!并给出了六项具体行动制度!%&'"($

"

第九!公务员公共精神失范的反向研究"学者通过

反向分析!找出原因!从而促进正向的发展" 陈宝胜在

$中国公务员道德失范原因研究公民公共精神的视阈%

中指出!通过培育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从而为反腐倡

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 柳海滨认为转型期我国政

府要解决自利与公共利益冲突问题!要进行经济协调!

满足政府合理的自利需要&制度协调!限制不合理的政

府自利扩张&法律协调!保障公共利益不受侵犯&伦理

协调!提高政府维护公共利益的自觉性!%*$

"

第十!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当下践行公

共精神的良好治理模式之一" 它实现了理念发展从合

法性到公共性最终走向服务性&模式发生变迁!从统治

型到管理型发展为服务型&方式实现演化!从划桨到掌

舵最后定位为服务! 服务成为公务员的精神和行动指

导!也是当代公务员公共精神培育的重要向度!%+'%,$

"

总之!公务员公共精神研究就是博弈#良心与保障

的结合!是决定公务员精神的重要因素"公务员公共与

私人的二重角色导致'为公(与'自利(的博弈" 良心是

道德存在系统的内核- 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道德根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为行政公共精神诉求提供

了法律保障!./$

" 政府官员道德约束有两个决定因素)一

种是正式的外界的制约机制! 另一种是内在的罗盘主

张即个人主观的感觉和判断!.%$

" 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培

育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需要多方努力和长期的致力才

能收到成效!内外部因素也需同时发挥效用"公务员享

有人们让渡的部分权力! 掌控着社会和国家管理的权

力! 应采取相应措施使其具有公共精神! 追求公共利

益!努力为广大普通老百姓谋福利!而不是中饱私囊"

二!公务员公共精神培养研究的缺失

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

公务员作为行政事务的直接承担着!乃行政之本!直接

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水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者"

虽然学者对于公务员公共精神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研究

和探讨! 但可以看出学者对于公务员公共精神的研究

还较为浅显! 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的公共政策建议层

面! 没有深层次的从政治和行政的核心和深度理论角

度进行分析和解释!在学术理论上的研究还较为不足!

有着进一步发展和挖掘的潜力和可能"

"一#实践层面

我国在培育公务员公共精神时力求面面俱到!从

思想和法律制度#自律和他律#监督和激励#正向和反

向的多管齐下!然而却一直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公务员

贪污受贿!自私自利现象猖獗!究其原因在细节处可见

一斑" 如道德教育实效性不强# 道德要求上的理想主

义#道德典型塑造上的空想主义#道德价值整合乏力"

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水平还不高"职业道德

建设偏重于强调道德宣教!而忽视法制建设"偏重于纪

律约束机制!忽视法律强制性机制的规范效用"职业道

德规范缺乏统一性!内容模糊而零散!使公务人员职业

道德行为缺乏统一的行动指南"

由此可见! 我国的面面俱到反而导致了面面溃败!

所以我们看出!大和全并不自然走向'强(!要想'强而有

力(!应在细节处着手!踏踏实实的落实好每一项措施!

使每一项能真正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力求各种对策

建议的系统性#可操作性!通过个案研究逐步推进"

"二#理论和学术层面

%!核心内涵的探究

公务员公共精神的核心内核存在众多的分歧和争

论!何为公务员公共精神!国内外学者较为一致承认忠

诚和服务是公务员的责任所在! 然而深层次的作为公

务员公共精神的深度剖析和定位还莫衷一是" 概念的

定义是行为的引航标! 没有核心概念其他一切研究都

成为空中楼阁和镜花水月" 公务员公共精神是公务员

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要求和规范! 它需要在公务员内心

中形成一种习惯和自然! 同时外在的制度化形成强力

的物话约束! 有助于公务员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公共诉

求!行为上的效率和公正规范!从而在学术和实践层面

能给予公务员正确的引导和约束" 面对多变的国家治

理环境和对象! 公务员公共精神会随时代的发展出现

对其内涵的不同阐释!因此其内涵不是固化的!公务员

公共精神的内核不会轻易更改! 但其外延应随着环境

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相应拓展和前进" 民主#法治#

公正# 服务等对于公共利益的执著追求应成为公务员

永恒不变的信念! 这是公务员职业的神圣使命和职责

所在!..$

"

.!成本算计和信息非对称分析

公务员被赋予了普通大众所没有的权力! 然而其

本质也是普通的大众!也有着自私的欲求"作为理性人

公务员也会进行着成本和收益的谋算! 当公务员感觉

自身追求私人利益的成本小! 追求公共精神的成本大

时!他会毅然地选择私益!而将公共精神抛之脑后" 再

者公务员作为普通大众的代理人和代表! 普通大众没

**



有时间和精力时刻监督着公务人员! 公务员在掌握权

力后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人们成为客体"主客体间存

在这信息沟通的不对称性! 公务员不愿意主动将其私

密或全部的信息告知公众! 公众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

无知之幕当中!成为公务员的配合者"成本算计和信息

的不对称性决定了公务员可以也能够将普通大众置于

完全被动的局面!任由公务员为所欲为!正是如此!再

多的措施如果不能真正的突破! 这两个因素都将成为

虚设!不能使得公务员全然的具有公共精神"为此我们

的措施应该是能够增加公务员追求私益的成本! 使其

在成本昂贵下打消念头并积极的追求公共精神! 同时

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性! 普通大众能够明确的了解政

府和公务员的运作过程!发挥有效监督和参与的作用"

!!多角度的创新学术分析

我国的公务员公共精神分析还处在实践政策建议

的初步阶段!而在学术深度探讨方面存在潜力"公务员

公共精神分析可以与经济学里的成本#收益进行分

析! 使得公务员运用经济层面的利益加减作为行为选

择的砝码" 还可以从历史角度挖掘公务员公共精神的

神圣内涵和发展向度" 公务员人性假设研究也值得探

讨!私利人$公益人和道德人!公务员应该是纯公益还

是净私利!如若两者单方面都不适宜!兼顾下的度如何

把握!这也是可研究的角度" 中国的臣民思想严重!当

代对于公民社会的构建势不可挡! 公务员随是特殊群

体!但其依旧是普通大众中的一员!如何实现公民社会

建设和公务员公共精神培育间的衔接也值得一谈" 公

务员公共精神的形成是一种驱动力! 这种动力学的知

识也成为可以借鉴的重要方面" 可以说对于公务员公

共精神的培育还有着多条路径可供选择! 寻找最为可

行和有效的方法是我们最终之目的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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