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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3年春季，我参加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应邀前来讲
课的美国学者、曾担任卡特政府人事管理总署署长的艾伦？
坎贝尔的开场白，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联合国（有关机构）让我到中国来讲文官制度，我吃
了一惊，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创始者”。
“创始者”，它没有经过任何国际组织的评选，但世界公认，口碑相传，这是何等荣誉！
　　“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创始者”，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中国古代早已形成了一套系统健全而又比较科学合理的文官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的历朝统治者，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杰出政治家，历来特别重视人事行政问题，认为“治天下
惟以用人为本”，他们在文官制度的建设和研究方面给予了特别关注，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做了
大量继往开来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制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法令规章，形成了不少能够反
映人事行政规律的研究成果。
中国古代对文官制度的创立，与其他领域的发明创造一样，也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
　　文官制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公职人员的管理制度。
古称文官制度，今称公务员制度。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既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局限性和当时统治者的阶级局限性，也无可争辩地蕴涵着
大量反映人事行政规律的科学成分，它确实是祖先给后世留下的一笔不小的宝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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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3年春季，我参加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应邀前来讲
课的美国学者、曾担任卡特政府人事管理总署署长的艾伦？
坎贝尔的开场白，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联合国（有关机构）让我到中国来讲文官制度，我吃
了一惊，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创始者”。
“创始者”，它没有经过任何国际组织的评选，但世界公认，口碑相传，这是何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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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建良，1945年出生于山东省章丘市。
原人事部副部长。
196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本科毕业后，在山东省沾化县工作。
1979年8月至1982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政治制度史专业研究生。
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戴逸，韦庆远等，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到劳动人事部人才资源研究所工作，曾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1988年3月后，历任人事部处长、副司长、司长、副部长。
2006年3月退出行政领导岗位，担任中国人才交流协会会长。
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对中外公务员制度。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科举制度等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著有《公务员制度发展纪实》一书，主编（或副主编）《公务员管理概论》、《人事专业普法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教程》等书十几种，发表《文官制度起源于中国》、《二十年干部
人事制度改革的回顾》、《我国公务员范围的几次变化》等文章上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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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选拔录用制度第一节 选拔录用制度的发展脉络第二节 隋代以前的选拔录用制度第三节 隋
唐至明清的科举制度第四节 其他几种比较重要的录用制度第五节 几种选拔录用制度的比较第二章 铨
选任用制度第一节 候用人员的分类排序第二节 任用权限的划分第三节 铨选方法及任命形式第四节 与
铨选任用有关的几种制度规定第三章 爵位 勋位 品级 官阶第一节 爵位制度第二节 勋位制度第三节 品
级第四节 官阶第五节 古代的人事分类第四章 考课制度第一节 基本制度的沿革第二节 考课的内容和标
准第三节 考课结果及其使用第四节 考课中出现的问题及考课监督第五章 奖惩制度第一节 奖励事由与
奖励种类第二节 惩戒事由、处分种类及有关政策第六章 回避制度第一节 回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第二
节 回避制度的主要内容第三节 古代回避制度的作用及其发展原因第七章 俸禄制度第一节 制度沿革第
二节 俸禄制度的有关内容第三节 俸禄水平与相关制度第四节 俸禄水平对廉政的影响第八章 退休制度
第一节 退休条件第二节 退休方式第三节 退休待遇及退休管理第九章 休假制度与抚恤制度第一节 休假
制度第二节 抚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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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隋代以前的选拔录用制度　　一、两汉的察举制度　　察举制度是西汉、东汉时期，朝廷
责成各地长官及中央的高级官员，察访所属基层官吏及百姓，按照一定要求（名目）和数量定期举荐
人才的制度。
这项制度是在汉初皇帝采取下诏求贤办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汉高祖、汉文帝都曾下诏求贤，要求郡守们推荐人才。
但这些措施都是临时决定、不定期举行的。
到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令“郡国”（地方行政区域的泛称，包括各郡和诸侯国）各
举孝廉一人，开始有了制度化的趋势。
汉武帝时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建议，使诸侯、郡守、秩次“二千石”的官员，物色吏员及百姓中
的“贤者”，每年推举二人给朝廷做宿卫（当时做官渠道之一是，先做朝廷的郎官，在皇帝周围负责
警卫、仪仗、值班等工作，表现好的再选拔做其他官员）；推荐了优秀人才有赏，推荐了不肖之人有
罚。
按照《文献通考》的说法，汉武帝采取了他的建议，“以后就令州郡举荐‘茂材’‘孝廉’，这都是
从董仲舒提出建议那时开始的”①。
于是正式产生了察举制度。
　　察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　　第一，要求各郡国每年都要察访推荐，即“岁察”。
这与其他无一定时限、多出于临时动议的选拔办法大不相同。
例如“下诏举士”即多出于临时动议（后面要介绍），不如察举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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