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公務員考試已成為了眾多成人考試中最炙手可熱的考

試。對於中央國家機關和地方各級機關每年所組織的不同級別的各類公

務員考試，無數考生趨之若鶩，其報考人數更是逐年攀升，而其中大部分報

考人員是大學生。以2001年至2012年國考報考人數為例（表1），2003年，我國

報考公務員考試並通過審核人數總計12.5萬人，直至2012年超過百萬人報考。然

而，國家每年計劃錄用的公務員人數卻是少之又少，僅就2011年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

考試報名情況舉例，其中38個部門職位的報考與計劃錄用人數之比超過100:1，甚至

還有5個部門職位的報考與計劃錄用人數之比超過了1000:1。由此看來，相比於高考

2:1，考研4:1的錄取比例，公務員考試無疑成為中國競爭力最激烈的考試。

■嘉賓作者：岳經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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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萬考生參加省招

錄公務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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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20日在北京公布的中國青年就業狀況調查
報告顯示，分別有21%和22%受訪者認為最理想的工作
單位是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兩者總比例達到43%，而
只有20%受訪者希望創辦自己的企業。擇業者尤其是年
輕人傾向選擇穩定、競爭不太激烈的行業，說明社會整
體的激情與冒險闖蕩精神下降，又必然會導致內地創新
能力、拚搏精神的下降，這對於一個有志於趕超發達國
家的民族無疑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凸顯收入分配不公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去年城鎮非私營崗位報酬人民

幣37,147元，是私營崗位人均年收入人民幣20,759元的
1.8倍。公務員的福利待遇與穩定優越的工作環境更是
許多非公職業難以比擬的，生老病死皆有保障。以養老
為例，公務員及部分事業單位員工享受的是國家退休制
度，終身依靠納稅人所供養，不但毋須繳納社保，反而
其退休後養老金仍由社會買單。而非公職人員的退休養
老金卻必須個人長期繳納社會保險，再由國家統籌發
放，二者的養老金收入差距高達4倍之多。據中直機關
（中央直屬機關）某人力資源部門的人士粗略計算，如

果一位公務員從20多歲直到退休一直在中直機關工作，
包括工資、住房等所有收入、補貼在內，加起來就有人
民幣1,000萬元。巨大的利益落差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不
足產生的強烈利益導向，將大量社會精英吸引到政府
中。另一方面，公務員的風險系數極低，毫無失業之
憂，高度的封閉性固化了公職與非公職之間的利益不均
衡和公務員職業「金飯碗」地位。

大學生擇業重利
在社會轉型及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社會環境下，大學

生面對各種利益關係的調整和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其
職業價值觀變得功利、務實，職業定位追隨市場感覺。
2002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大學生選擇未來職業
考慮最多的因素」調查中，86.4％的人最關心經濟收
入，70.4％的人最關心權力、地位升遷機會，65.88％的
人希望工作舒適、地點好，61.39％的人關心專業對
口、有出國機會，只有12.37％的人表示不在乎職業風
險；同時絕大多數畢業生把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大城市
作為自己的選擇意向，選擇去農村工作的畢業生不到總
數的5％。公務員崗位之間也存在 「冷熱不均」的現

象。以2009年為例，當年報名人數多集中在國稅、海關
兩大系統，佔了報名總人數52％。司法、工商、稅務、
海關等具有一定「實權」的部門始終是公務員報考者趨
之若鶩的地方。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鐵路公安、氣
象系統成為了冷門機構，有的部門甚至沒有達到公開招
考的要求。

■資料來源：《2010國家公務員考試29開考 十組數字最搶眼》，
人民網，2009-11-27

當前高校教育潛在缺陷
一方面，在內地現有的教育制度下，學生最擅長的莫

過於考試。公務員選拔考試形式簡單，門檻低，而對考
生的公益人格，公共服務理想與精神，社會實際能力、
素質、經驗很少有要求。因此對於大學生而言，考上公
務員對於自己的前途顯得更簡單、直接。對於他們來說
只要好好複習，考上還是有一定的機率，這增加了大學

生報考公務員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內地高等教育缺乏對大學生的職業生涯

規劃教育，使一些大學生對社會的了解不足，也不清
楚自身的條件和情況， 就業目標模糊，盲目從眾，缺
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是一聽到別人考公務員就不
分狀況也去考公務員。此外，高校的專業設置和課程
設置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缺乏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
養，不能適應市場的發展變化。這更導致大學生在社
會經驗和實踐能力上難以獲得社會的認同，加重了大
學生嚴峻的就業形勢。為此大學生將目光轉移到公務
員上以減輕就業壓力。

1. 根據上文，你認為內地「公務員熱」有哪些利和弊？

2. 參考上文，目前內地的「公務員熱」是否有必要「降溫」？

3. 承上題，如果有必要，該如何「降」？請分別由政府、社會和高校的角度簡要說明。

4. 有人說，「當官成年輕人最好的選擇」，你有多大程度同意。

5. 你將來的就業會選擇公務員嗎？請簡要說明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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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1. 車補：即公車補助，就是以往用於汽車支付作為公

務交通活動改由貨幣補助，通過其它交通方式完成。

2. 事業單位（public institutions）：一般指以

增進社會福利，滿足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衛生等方面需要，提供各種社會服務為

直接目的的社會組織。事業單位是相對於企業單位而言的，事業單位包括一些有公務

員工作的單位，是國家機構的分支。

表 1：歷年國家公務員報考人數統計分析（2001年至2012年）

年份 招考職位數 招錄人數 審核通過（萬） 參考人數（萬） 最終比例
2012 10,486 17,974 約133 約96 53:1

2011 9,763 15,290 141.5 90.2 59:1

2010 9,275 15,526 144.3 92.7 59:1
（實際14,391）

2009 7,556 13,566 105.2 77.5 58:1

2008 6,691 13,787 80 64 46:1

2007 6,361 12,724 74 53.5 42:1

2006 6,053 10,282 54 50 46.6:1

2005 5,456 8,271 31 29 35:1

2004 4,036 7,572 18.2 12 15:1

2003 5,400 5,475 12.5 8.8 16:1

2002 4,800 6.2 5.6 13:1

2001 4500 3.3 7.3:1

■資料來源：騰訊網：《2012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專題報道》 http://edu.qq.com/official/2012.shtml

內地的公務員制度效仿新加坡等國的公
務員豐厚工資與福利制度。近幾年公務員
工資頻頻上調，每年都在以高於10%的速度
增長，2001年增幅更達到24.6%，遠高於其
他絕大多數行業。在北京、上海等地實施
的被稱為「3581工程」的「陽光工資」（即
科級、處級、局級和部級人員的月收入分
別達到人民幣3,000元、5,000元、8,000元、
10,000元），另外還有各種車補、房補等。
總而言之，從社會的平均收入來看，內地
公務員收入應處於中上水準，這樣的收入
層次對大學生來說應是有較強的吸引力。

工作條件誘人
公務員工作條件舒適。首先，公務員的

工作時間相對較短。內地規定一周勞動時
間為5個工作日，一周工作時間為40個小
時。但是國家規定的勞動時間在個體和私
營企業並不能被很好的執行，更沒有強硬
的監督系統。第六次人口普查對就業人口

的工作時
間進行調

查，結果表明，多數行業的工作時間都超
過了規定時間，而國家機關、黨政機關和
社會團體等行業就業人員加班時間很少。
其次，公務員工作地點交通便利、工作

環境好。國家政府部門因是權力機關和服
務機關，在社會中處於強勢地位、佔據大
量資源，因此在設定工作地點時會選擇交
通方便、工作環境安靜的地點。而且其服
務性質也決定了公務員工作大多屬於文
職，其日常工作環境在辦公室。

■資料來源：張仲華.「公務員報考熱」背後的

需求層次變化分析 [J].職業圈，2007（6）

穩定有安全感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資料，

1996年至2003年的八年裡，內地辭退的公
務員人數不足2萬人。按照內地近500萬公
務員計算，公務員年辭退率約0.05%。加
上3萬多主動辭去公務員職位的人，粗略
估算，公務員的流動率在1.25%左右，這
是一個遠低於其他行業的數字。中國社會
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呈現出一種競爭和不
穩定的態勢：如經濟領域利益多元化、競
爭激烈化，尤其是中小企業發展存在的不
穩定性，從而導致在其職位的不穩定感，
人們普遍缺乏安全感，最終表現出一種求
穩的心態，故而對市場的恐懼使人們投入

公務員的懷抱。

■沈蓓緋. 走向公務員職業何其難—當代大學
生熱考公務員的冷思考.[J]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
報， 2006,（3）

公務員的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完善，除養
老、醫療方面，最吸引人的就是住房。近
幾年，房價高漲，對於年輕人來說，買房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公務員可享受住房補
貼，這點也吸引很多年輕人加入到公務員
報考中來。
公務員職業地位處於比較優勢的現實基

礎。在公務員階層不僅掌握政治資源，更
是國家和執政黨意志的代言人，而且還可
以運用所掌握的政治資源及權力資源來獲
取更多的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進而強化
自己的社會地位。

當今社會就業渠道失衡
高校擴招後的畢業生陸續進入就業市

場，眾多高校畢業生把報考公務員作為極
重要的就業機會和出路。大學校園裡有關
公務員考試的輔導培訓資訊隨處可見，據
權威調查顯示，內地青年總體失業率為
9%，比社會平均失業率高6.1%左右。而
內地高校畢業生就業率始終維持在80%左
右。同時內地將進入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高
峰期。因此，如此龐大的就業隊伍將使公
務員報考熱在短期內難以緩解。

■資料來源：許傳新.「公務員熱」的台前幕後
[J]. 人力資源，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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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最多的十大職位
部門 職位 計劃人數 合格人數 競爭比例
政協全國 綜合調研與文稿起草 3 10687 3562.3:1 

上海海關 風險管理 15 9973 664.9:1 

深圳海關 監管 20 9398 469.9:1 

最高人民法院 聘任制書記員 25 6812 272.5:1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 審查處審查員 3 6515 2171.7:1 

黃埔海關 關稅 6 5963 993.8:1

上海海關 物流監控 36 5619 156.1:1 

黃埔海關 監管 6 5266 877.7:1 

珠海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 邊檢站科員 2 5151 2575.5:1 

天津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 邊檢站科員 7 5102 728.9:1 

注：統計資料來源於人民網 2011-10-09  http://edu.people.com.cn/GB/88733/135264/158361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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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
1. 報考人數逐年攀升

2. 主力軍為大學生

原因
1.待遇優厚

2.各種保障相對完善

3.社會地位較高

4.社會存在嚴峻就業壓力

公務員熱

社會問題
1.導致國家創新力下降

2. 凸顯收入分配不均

3. 大學生擇業顯功利

4. 高校教育顯缺陷

請即登入http://kansir.net

「Kan Sir 通識教室」瀏覽更

多參考資料及學習教材。

爭考「金飯碗」 各界「潑冷水」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剛完成中國國家公務員

考試第一門科目考試的考

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逢星期一見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