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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来临，公共部门责任意识和绩效意识不断加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各国把企业绩效管理引入公共管理之中，掀起

了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绩效管理作为管理体制

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提高效率的有效工具逐渐被推向治国执政的前台。实践证

明，所有开展绩效管理的国家，其效率、效益和成本意识都有明显提高，责

任意识和绩效意识不断增强，公众满意度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绩效管理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而不断

深化。1982年，我国将“实行工作责任制”作为国家机关的一项基本制度

写入宪法，以工作目标责任制为标志的绩效管理制度逐步形成。2005年，国

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抓紧研究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

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促使全国各地绩效评估实践活动迅速普及。2008

年，中共中央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明确提出“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2010年，中央纪委监

察部牵头建立政府绩效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选择14个地区和部门开展绩

效管理试点，此后，中央部委和地方绩效管理实践迅猛发展，绩效管理理论

研究空前活跃。

我国开展绩效管理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组织机构不够健全、指标体系不够合理、方法手段不

够科学、理论基础不够扎实等等，必须通过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指标体系、

改进方法手段、夯实工作基础、创新工作方式等措施加以解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绩效管理就是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开展绩效管理，有利

于推动体制改革、提升执政能力，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行政效能，有

利于规范权力运行、完善公众监督，有利于强化服务意识、树立党和政府的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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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形象。

沈阳市开展绩效管理有几个鲜明特点：一是差异性考评。采取指标集比

较法设置指标，汇集考评对象的个性特色工作指标，形成一个或若干个集合

进行考评，达到横向可比的目的，突破了单项指标全覆盖的传统理念，破解

了部门之间职能工作不可比、地区之间区域性特色工作不可比的难题。二

是采用“综合计分法”。按照注重结果、兼顾过程、鼓励创优的原则，将指

标分值设定为进程分、达标分和超标分三部分，破解了业务职能工作不易量

化考评和考评对象避重就轻制定工作任务的难题。三是开展察访核验。按照

严格的程序步骤和标准规范，采取明查暗访的方式，通过重点检查、随机抽

样，对相关指标进行现场勘验，据此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阅卷、初评、查

验、评价等流程比较规范。四是采用“行为结果导向法”。指标设定的基本

思路是结果导向与行为导向并举，注重指标完成过程中的工作行为，破解了

潜绩不易量化考评、长远工作不易量化考评的难题。

本书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合各地实践，阐明了党政机关

绩效管理的概念、方法和流程；提出改进提升是绩效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并将改进提升作为绩效管理的最终环节；按照开展绩效管理的四个工作

流程和不同角色职责，论述了内部考核、公众评议、专家评价三种管理方式

的内容、主体、对象、工作步骤和操作规范；梳理了绩效管理的常用方法，

剖析了绩效管理信息化工作平台的基本功能。书中不但介绍了绩效管理的基

础理论，还详细描述了沈阳市以及其他地方和部门绩效管理的实践和探索，

文字流畅、通俗易懂，许多观点能够有效地破解目前党政机关绩效管理实践

中遇到的难题，既可用于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大专院校的实验教学，又可

作为指导实践的工作手册，是一本集管理实务、学术探讨和资料集成的书

籍，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书中提到的许多沈阳市绩效管理工作

的方法手段、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经验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作为党政

机关的工作人员，能够利用工作之余编写书籍更是难能可贵，从书中看到了

沈阳市绩效管理工作的风貌、特点和成效，希望这些独树一帜的观点能够得

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借鉴运用。

最后，祝愿沈阳市绩效管理工作能够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为全国各

地开展绩效管理工作提供更多经验。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绩效管理理论与实务
jixiao  guanli  lilun  yu  shi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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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绩效管理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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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议表配置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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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专家评价系统

一、评价方式配置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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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参数管理模块

四、评价表配置模块

五、统计查询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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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绩效管理发展展望

第一节  把握绩效管理科学内涵 

一、提升绩效管理认识

二、培育绩效管理文化

第二节  构建绩效管理基本框架

一、加强中央顶层设计

二、推进基础制度建设

三、建立专职管理机构

四、制定配套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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