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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动机:公共部门改革的新思路 
 

沈洁莹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近年来，在西方公共部门理论研究中，公共服务动机理论正在兴起，公务员的服务动机已成

为研究的热点问题，这标志着公共部门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外部制度环境建设，而更多地倾向

于组织内部的动因分析。因而，系统深入地研究心理因素对政府内部管理产生的影响及其机制，

既是进一步推进公共部门内部管理改革的内在要求，又是继续深化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所面临的一

个重大课题。 
  我国公务员缺乏公共服务动机 
  公共部门，作为履行公共管理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其公共性质体现在公众设立、公

共拥有、以提供公共物品为职责、以公共服务而非营利为目标并且主要从公共财政获取资源等方

面上。然而在实践中，我国公共部门的表现尚不尽如人意，学界把这种公共部门履行公共管理职

能、提供公共服务的实践和公众对其期望之间的差距称为“公共悖论”。此种现象背后，隐藏着

我国公务员缺乏积极的公共服务动机的深层原因。 
  首先，公共部门的天然垄断性导致缺乏竞争压力。不同于私人领域，公共部门具有天然的垄

断性，主要表现在自然条件领域、非营利性领域以及管制型领域这三个方面，基本囊括了我国公

共部门的服务范围。这些领域，在免除了公共部门外部竞争压力的同时，也免除了其内部提高服

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动力，那么就容易在公共领域造成服务动力不足的问题。 
  其次，传统“官本位”思想导致缺乏服务意识。一般公众对政府的消极反馈，普遍集中在公

务人员的傲慢态度上，不少学者把这一问题归因于公务员的个人素质问题，认为是个人作为“理

性经济人”的自利趋向使然。但是，不同于西方以利益为前提的主流思想，我国传统的“官本位”

思想导致了在现实中公共服务意识淡薄的现象。 
  还有，监督和考评机制不完善导致缺乏优化环境。公共部门不能像私人部门那样，以市场的

竞争来促进服务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但是有效的公共监督体制以及内部严格的考评机制却能弥补

这一不足。但目前来看，监督和考评机制还不够完善和全面。比如说，现有的“退出机制”还没

有在公共部门内部形成危机意识。 
  探索公共部门内部管理改革之路 
  结合公共服务动机理论，从政府内部的心理因素着手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意识，是探索公

共部门内部管理改革的有益尝试。 
  公共服务动机理论阐述了公共部门因其机构性质的公共性和组织目标的公益性，决定了公务

员的不同“需要”，其较之私人部门的员工而言相对不看重报酬，而是有更高的成就需要，也更

乐于帮助他人或热心公益事业，即强烈的“利他动机”，而这种“利他动机”是与个体本身的性

格、人格倾向紧密相关的，因而可以通过专业的心理测评手段进行测量。现如今，我国公务员招

聘在专业考试之外，也已在第二轮面试环节引入了心理测评机制，但其考察内容主要局·限于身

体状况、精神状况、撒谎程度等最为基本的人格测试方面。在现有的公务员选拔心理测试中，还

应引入公共服务动机测评办法，并将其作为录用公务员的重要参考标准。 
  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不仅要在源头把关，更要对现行编制下的公务人员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

公务员队伍的公共服务意识。如何促使公务员主动发觉工作的意义，产生强烈的工作满足感和工

作动力，是公共部门内部工作岗位设计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要改变以往单向的“命令-服从”
的工作模式，在公务员的工作中注入变量，通过实行诸如岗位轮换制、工作分担制、工作扩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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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工时制等方式，切实满足个体的工作需要，并让公务员参与到整个组织决策的过程中去，降

低工作的单调感，让公务员可以自主决定如何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充分利用宽松的制度环境展现

各种技能和才干，而管理者只需设定目标并关注结果即可。 
  没有竞争的压力自然没有进步的动力，由于公共部门的天然垄断性，要在特定领域实行外部

竞争相对困难，但是通过引入内部竞争并结合奖惩与淘汰机制还是会可行的。虽说，公共服务因

其特殊性很难衡量其质量和产出，但是如何将整个部门的目标与个人的绩效、考核、奖惩、升迁、

淘汰相结合，将直接影响公务员的工作动力和服务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