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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随着经济体制 Z文革的深入发展，迫切需要加快干部人事

制度改革的步伐，通过改革，逐步形成一圣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人事制度，使我国的人事管理羁度化、法律'化二、

科学化，更好地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要达王与这;一百'

的，一方面要正确学习和借鉴外国人事管理方面的有盏'经验，

另一才面更要认真总结和吸取新中盟成立前后，特别是党的

十一岳三中全会以来人事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 O 对于从事组

织、人事和行政管理科学研究工作的同志来说，全面率统地

?解我国武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建茵以来干部人事耕度均有

关法规及其演变过程，是十分必要件。而吕前，有关这才面

的资料书藉所且无 JL o 为丁适应工作的需要，以便更好地拉

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广注开展行政若理科学的研究与教

学工作，我们编写了《中华人民共手口国人辛辛;是概要 一书，

这本书的内容，是银括所能搜集到的我国白，民主革!命叶

期到现在电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在干部人事工J作上

的各种法规、文件和内部资抖，分成若干专题，按照时间项

序进厅归纳和整理的，以使读者比较率统地丁解各项干部;人季'

制度是如何规定前，以及它的历史清变过程。这对于研究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制订国家工作人 M 法堤，熟悉组织、人事



工作专业，开展行政管理学研究辛，都是大有梓益的。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在取材和编写才岳，定有主主

温和不当之处，数希读.者予以指 i丘。 / 

本书由曹志窍志主编，由主H交林、苏玉堂、祝宇年、赵

慧辉、李 f支庆、或一广、杨文鄂、姜明安、?也梦菜、杨 f白华、

袁岳云、走纯梅、张埃尤、如j 宝玉、刘玉梅窍志绵写，由主?

俊林、苏玉堂同志统稿"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北京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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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人事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

筑范畴，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西方国家，一般把人事制Jjt

n号文宫制度 s 我雷古代叫宫吏制度 5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

叫人事制度，京林子部韶度。

所谓"人事"并不是指人与事，而是指用人以治事，主

要是指人的方面，以及商人有关的事的方面 o 在工作、生产

劳动中，必然发生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人与事之间的关

系。只有正确地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求得人与事之间的关

系相谓适相配合，使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相和谐捂

祷i蜀，以便增进合作，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使工作租生产达

到良好的效果。就是说，要因事而求才 p 因才市施用，使事

能得其人，使人能用其当，做到识事、知人、善任，以期达

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事尽其功的目的。

所谓人事制度，是指对人事如何进行管理的制度，也i草草

是在后人以治事的过程中，为正确处理有关人与人、人与事

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守的一系列行为境恶和工作准则。人事费1;

度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包捂我国一亿二千万职工

在内的人事管理制度;从狭义来说，主要指对自家工作人员



如何管理的制度.就是我们通常听说的干部管理制度。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李制度，是搞狭义的人事制度雨言的，

具体是括对哥家工作人员的录用、培训、调配、使用、 fF.免、

岗位责任制、考核、奖怒、晋升、 [资、福利、兼职、辞职、

辞退、交流、轮换、退职、退休等方面的管理制度、

人事制度的意义与作用

)1费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再回家政治制度在1领导体

棋相适应的人事制度，是做好人李管理王作的重要保证 a 国

家工件人员，是构成国家凯关最基本的要素，是国家机器的

操作者.是实现国家管理职能的主体 G 国家通过国家 E作人

员，具体执行国家各项管理任务，解决管理当中的各种问题，

实现哥家管理的各项职能。所以，选人与用人是否得当.国

家工作人员素质的高珉，潜能智慧发挥得如何，直接影响着

国家机器能否正常地运转以及运转的效率和效能，关系着国

家事业的成敢和国运的兴衰。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不论是

对国家提构的管理，还是对企业、事业的管理.者在日趋复杂，

越来越取决于人的因素和人的管理。当代国与国阔的竞争，

在很大程度上是样学技术的竞争，市科学技术竞争的实费用

是开发人才智力资摞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人事管

理水平的竞争 c 当今世界正在兴起的薪技术革命的琅潮，把

人事管理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以往相比，人事管理

更居于特殊重要的地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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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手E做好人事管理工律，除建立必要的人事管理机

构，配备一定数量的精明能子的人事管理人员，运用现代生

的管理手段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

套完整的、科学的、合理的、特合本国国情的人事管理制度 c

人黯制举，事由法彰。有了好的人事制度，才能造就一支符

合归化建设要求的工作人员队伍，才能使优秀人才的兢颖而

出，获得良好的环境，才能用好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棋极

性、主动性、岱造性，取得最佳的工作效果。人事制度最大

的样用，即在 f "选贤任能"，即选拔德才兼备的人为政府工

作，为全国人民的模本利益服务。这是建立人事韬度的根本 i

目的所在。

人事制度的制定总是以人菲政策为前提，有什么样的人

事政策，就有什么样的人事制度。换句话说，人事制度是一

个菌家人事政策的具体化、法律化和转化为具体的仔为准则;

人事政策是制定人事制度的原割、前提租理论假据。

人事制度的功能，是使人法并重。无人，法是一具空文 F

无法，人的?于为便无房依据。所以，二者梧辅相成，不可铺

境。法以草人，人以弘法。一方面要有科学的、合理的人事

法规和制度，一方面又要选用优秀的适当的工作人员去孰行。

有了好的人事法规和制度，才能使人的行为有法可假，有章

可循，不致随意盲目的行动，才能牧到事半功结的效果。但

是，再好的人事法境和制度，也不会自行起作理，要使它发

生应有的作扇，必须靠好的人事管理人员去正确地运娟和执

行。所以，既要有好的人事制度，又要有好的执有制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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