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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里所记录的，是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起草过程中的研究和思
考。
2001年，有关部门将起草公务员法提到了议事日程，为此成立了由领导同志组成的起草工作领导小组
，并从有关方面抽调人员组织了起草小组。
起草小组首先收集整理有关材料，并对公务员法起草中涉及的几个重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形成了研
究报告。
2002年，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草案稿起草出来后，起草小组反复征求、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入研究每一个具体问题，一遍一遍地
修改。
2004年3月，公务员法草案稿提请国务院审议。
2004年12月，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期间，起草小组又协助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部门进行修改工作。
2005年4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这本书，便是公务员法起草过程中的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章节成稿于公务员法通过颁布之前。
作为立法研究，本书内容主要探讨的是如何立法的问题，即立法思想和立法理念。
公务员法是以法律形式构建的公务员制度，公务员法的起草，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公务员制度的制度
设计。
公务员制度由公务员管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即各项具体制度构成。
本书除第一章带有总论性质，第二章为公务员范围问题的专题研究外，其余各章按管理环节和具体制
度划分，每章为一个具体制度。
各章围绕着制度设计这一主题，探讨各项具体制度的功能，各项具体制度包含哪些内容，为什么要有
这些内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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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立法研究，本书内容主要探讨的是如何立法的问题，即立法思想和立法理念。
公务员法是以法律形式构建的公务员制度，公务员法的起草，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公务员制度的制度
设计。
公务员制度由公务员管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即各项具体制度构成。
本书除第一章带有总论性质，第二章为公务员范围问题的专题研究外，其余各章按管理环节和具体制
度划分，每章为一个具体制度。
各章围绕着制度设计这一主题，探讨各项具体制度的功能，各项具体制度包含哪些内容，为什么要有
这些内容，等等。
特别是对其中一些重点问题、有争议的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回答应该如何设计公务员制度这样一个
问题。
    本书不同于“释义”、“教程”一类的著作，不是对最终成品的法律的解释，而是在立法过程中对
制度设计原理的思考。
在法律草案起草过程中，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都有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即使是在作者之间有时也有不同
的看法，各种观点意见相互碰撞。
对此，书中也有所反映，书中的观点，仅是该章作者本人的意见和看法。
这一点，务请读者注意辨析。
    本书是一部关于公务员法立法研究的理论专著，内容涉及公务员立法机关思想研究、公务员范围研
究、公务员义务权利研究、职务与级别制度研究、录用制度研究、考核制度研究、职务任免制度研究
等，适合公务员法立法人员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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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务员法起草的过程中，在职务设置问题上曾有多种思路，有代表性的为以下两种。
1.彻底取消非领导职务序列的思路将公务员队伍分成领导类与级别类。
只保留领导职务序列，取消现行非领导职务序列，将现行的非领导职务序列改为“干事”一个层次。
首先，将承担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归为领导类，从国家级正职（如总理）到科级副职分为10个职务层次
，领导职务层次的高低表明领导类公务员在机关中所处的行政领导地位的高低和所承担职责的大小。
其次，将不承担领导职责的公务员划为级别类，级别类公务员没有职务层次，只有一个职务名称“干
事”。
即除担任领导职责的公务员拥有领导职务之外，对其他公务员不再进行职务设置。
领导职务依靠职务的高低来决定待遇，其余公务员以级别的高低来决定待遇。
设置非领导职务序列“弊大于利”，这是该思路立论的一个基本前提。
该观点认为设置非领导职务序列的主要弊端为，一是没有明确的职责界定，难以充分发挥担任非领导
职务公务员的作用。
非领导职务已经演变为解决待遇的手段。
有些非领导职务承担相当重要的职责，有些承担一定职责，有些不承担职责，结果一旦被提起来则被
打人冷宫。
待遇解决了，却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机会与舞台。
二是容易导致工作失调。
非领导职务，似官非官，不伦不类。
从实际情况看，非领导职务只是对本机关而言，对本机关以外，则实际上是领导职务。
在机关内，担任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如果不积极工作，则是荒废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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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务员法立法研究》是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共同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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