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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我国公务员法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制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分析，力求反映公务员法理论研究与
制度创新的成果以及国家对于公务员制度的最新规定，并对一些热点问题与前沿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
考与探索，既体现了理论的系统性，又注重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本书适合于高等院校师生、有关研究人员和各级各类公务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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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世荣，男，法学博士，湖北省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社科界联合会副主席、湖北省法学会副
会长、湖北省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专家津贴。
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10多项，出版《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研究》、
《论行政相对人》、《权力制约机制及其法制化研究》、《行政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案例教程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等专著、教材近40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学术刊物发
表论文150余篇。
　　石佑启，男，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法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法学会行政
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06年被评为湖北省首届十大中青年法学家，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6项，出版《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私有财产权
公法保护研究》、《论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治》、《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著作与教材20余部，
在《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徐银华，男，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院副院长。
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工作，出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公务员法原理》、《
公务员法新论》等10余部，在《法商研究》、《南京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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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职务常任原则的客观基础，是公共管理的专业化和技术化，没有履行职务所需的专门知识和技能
的人是不能胜任的。
而这种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获得，通常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正规教育。
职务常任有助于使公务员发挥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有助于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高效
率。
　　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职务常任原则，是与多党轮流执政联系在一起的，目的是防止因不同
政党的轮流执政，造成公共管理工作的中断和紊乱。
为此，资本主义国家将公务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随内阁进退而进退，实行任期制和轮换制
，而事务官则不随内阁共进退，实行职务常任制，要求其保持政治中立，不得参加政党活动，也不得
发表有损政府声誉的言论。
政治中立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并不是说事务官和公务员制度不具有阶级性，因为公务员制度，作为国
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所管理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真正的“政治中
立”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可能。
其原因有两点：第一，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是为资
产阶级服务的。
在多党或一党多派轮流执政的过程中，事务官的职责范围不可避免地要随着这个变化发生变更，并程
度不同地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政党政治的发展。
第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政府的施政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越来越科学化。
这就加大了事务官的工作分量。
作为公务活动直接参与者和执行者的事务官理所当然会带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并以自己的政治观点去影
响政治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
　　我国的公务员制度，虽然坚持职务常任原则，但并不要求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相反，公务员必
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之一。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公务员的职务常任制，并不是终身制。
终身制是指某人一旦任官，则在其死亡以前，可以终身任职，其实质是权力不可转让。
而在公务员制度中，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有严格的任期，任期届满必须离职，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其
任职期间，仍然要受“功绩制原则”的支配，要接受定期的评价和考核，以此作为是否留任或晋升的
依据。
此外，公务员的退休，辞职辞退制度，也防止了终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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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汉书·宣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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