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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与县直机关干部的心态

— 对湖南省芷江县 1 9 0名县直机关干部的问卷调查

张 洪 波

为了探索县级党政机关干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解
、

认识和追求
, 1 9 8 8年

,

笔者以无记

名问卷方式对湖南芷江侗族 自治县 1 90 名县直机关行政干部进行了一次调查
。

调查总的 印 象

是
:

政治体制改革人人关注
,

但是真要推进很不容易
,

绝对不可忽视它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

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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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1 90 名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被调查的 1 90 名对象都是县直党政机关的行政干部
,

是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的
。

他们分别在县委
、

县政府机关及部分所属局的有 12 7名
,

余下是县纪委 5名
,

政法 委 4 名
,

公安局 23 名
,

教委 24 名
,

民委 3 名
,

科协 4 名
,

共 1 90 名干部
,

约占该县直机关干部总 数 的

2 7%
。

这次调查共发出问卷 2 10 份
,

有效问卷 19 0份
,

有效卷率为 9 6
.

5%
。

在这 19 0名调查对象中
,

按性别划分
,

男巧 6人
,

占8 2
.

1% 多
女 34 人

,

占17
.

9%
。

按年龄

分
, 3 0岁以下的 2 2人

,

占1 1
.

6% ; 3 x一 4 5岁的 7 6人
,

占4 0% ; 4 6一 5 0岁的 3 5人
,

占1 8
.

4% ,

51 岁一 60 岁的 57 人
,

占30 %
。

按文化程度分
,

小学的 13 人
,

占 6
.

8% ;
初中 56 人

,

占2 9
.

5% ;

高中或中专 82 人
,

占4 3
.

2% ;
大学

、

大专的 39 人
,

占20
.

5%
。

按参加工作时间分
,

50 年代参加

工作的6 7人
,

占 3 5
.

3% ; 6 0年代的 6 5人
,

占3 4
.

2% ; 7 0年代的 4 3人
,

占2 2
.

6% ; 8 0年代的 1 5

人
,

占7
.

9%
。

按职级待遇分
,

正副科长
、

主任 20 人
,

占1 0
.

5% ;
享受正副科级待遇的42 人

,

占2 2
.

1% ; 股级干部 72 人
,

占37
.

9% ; 办事员 56 人
,

占2 9
.

5%
,

19 0人中
,

有中共党员 14 7人
,

占7 7
.

4% ;
共青团员 12 人

,

占6
.

3%
。

曾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的有 66 人
,

占 3 4
.

7% ; 地 级

先进工作者 21 人
,

占1 1
.

1% , 省级先进工作者 12 人
,

占6
.

3%
,

全国先进工作者 1 人
。

有初
、

中级专业技术人员 36 人
,

占 1 8
.

9%
。

二
、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笔者此次调查县级党政机关干部对政治体制改革有关间题的认识和反映
,

重点是 围绕 以

下四个问题进行的
:

(一 ) 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要性
、

必要性的认识
。

回答认为是
“
有必要的

、

适时的
,

应该

抓紧进行 ”
的有 12 了人

,

占6 6
.

8% ; 认为 “ 有必要
,

但 现 在 条 件还不成熟
”
的有 15 人

,

占

7
.

9% ; 认为 “ 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怎么要紧
,

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把生产搞上去
”
的有 34 人

,

占 1 7
.

9% ; 还有 14 人
,

约占7
.

4% 的则认为
, “

政治体制改革搞不搞反正就是那么回事
” 。

.

5 6
.



(二 )对政治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看法
。

1
.

关于党政分开的间题
。

有 6 1人认为
,

实行党政分开
“
完全应该

,

也完全可以做到
” ,

占3 2
.

1% ;
有 76 少

、 ,

占40 %的则认为
,

这种提法和做法
, “

在中央和省一级都比较可行
,

而

在县以下就不现实
,

也不可能做得到
” ;

还有招人
,

占 22
.

1%的认为
,

提党政分开
, “

这不

论上下都将是很难真正做到的
” ,

因为这样做
, “

就会在实际上削弱党的领导
” ,

另外还有

n 人
,

占5
.

8%的对此未表态
。

2
.

关于下放权力的问题
。

有 98 人
,

占5 1
.

6% 的认为
, “

这样做是很正确
,

很 有 必 要

的
” ,

并认为
, “
现在放得还不够

,

还要进一步下放
” ; 有 39 人

,

占2 0
.

5%的认为
,

此举虽

有必要
, “

但也只能放到现在这个样子
,

再放就要乱套了
” , 还有 26 人

,

占1 3
.

7%则认为
,

此事已经
“
乱了套

” ,

因为
, “

扩大 自主权实际领导己经失控
” ; 另外对此题不作回答的也

有 2 7人
,

占1 4
。

2%
。

3
.

关于改革和精简机构的问题
。

有 83 人
,

占 4 3
.

7%的认为
, “ 这从上到下 确 实 都要

搞
,

并相信
“
一定能搞好

” ; 但有 28 人
,

占1 4
.

7%的认为
, “
这主要是上级机关的事

,

县以下

基本没有什么搞的
” , 有 8 人

,

占4
.

2%的认为
, “ 上下抓转变职能是对的

,

而改革机 构并

没有好多必要
” ; 有 6 人

,

占3
.

2%的对此不表态
; 另有 65 人

,

占3 4
.

2%的则对此既不 抱 信

心
,

也不寄希望
,

他们的观点是
: “

机构改革不过是喊喊
、

做做
,

过不了几年又会要走回头

路的
” 。

有的同志还明确地写道
: “ 几年来机构越改革越精简越多

,

人浮于事
,

再讲也没有

什么意
_

义” 。

(三 ) 对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的估价和预测
。

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
能加快顺利推进

”

的 5 人
,

占2
.

6% ; 认为
“
能向前推进

,

但步履艰难
,

会困难不少
”
的97 人

,

占5 1
.

1% , 认

为 “ 阻力太多
,

能否成功还要走走看
”
的59 人

,

占 3 1
.

1% ; 认为
“
难以成功

,

会草率收场
”

的有 5人
,

占2
.

6% ,
对此感到

“
不好回答

” 和未作回答的 24人
,

占 1 2
.

6%
。

(四 ) 对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

表示 “ 积极拥护
,

热情参与
” 的 n 7人

,

占 6 1
.

6% ;

表示
“ 跟着走

,

随大流
”
的 52 人

,

占 2 7
.

4% ; 表示对此
“ 不抱什么兴趣

” 的 21 人
,

占n %
。

三
、

不约而同的两个 “ 热点 ”

这是调查中广大干部心声的集中反映
,

也是一个难得的收获
。

“ 热点
” 之一是

,

不少干部十分关心并强烈要求加快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

在回答
“
在

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
,

您最关心或认为最要紧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 ” 时
,

回答
“ 搞好党政分

开 ” 的有 69 人
,

占3 6
.

3% ; “
要进一步下放权力

”
的有 59 人

,

占3 1
.

1% ; “
改革机构

”
的 81

人
,

占4 2
.

6% ; “
要完善民主政治制度

”
的 66 人

,

占3 4
.

7% ; “
要加强法制建设

”
的 84 人

,

占4 4
.

2% ; “ 要解决条块分割
”
的29 人

,

占 1 5
.

3% ; “
搞好社会协商 对 话

”
的 29 人

,

占

1 5
.

3% ; 而希望
“
加快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

调动干部积极性
”
的却有 1 41 人

,

占7 4
.

2%
,

指数

是最高的 ( 因一人同时可填几项
,

故总和超过了 10 0%
,

下同 )
。

可见广大干部对改革 干 部

人事制度的期望值不是
“ 一般

” ,

而是多么突出
,

多么激烈
,

并达到了相当高度
。

“
热点

” 之二是
,

严肃干部纪律
、

端正党风的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

认为努力

创造一个 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刻不容缓
,

这是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所必备 的 重 要 条

件
。
能说明此点的一组调查统计数据是

,

间卷征询
“
您对当前社会政治生活 中哪些问题看不



惯
,

认为要及时解决
” 时

,

结果意见首先集中指向
“ 领导以权 谋 私

” ,

有 1 23人
,

占6 4
.

7%
;

其次是对于
“ 现在办事要走后门

,

拉关系
,

要
`进贡

, ,

否则就门难进
,

脸难看
,

事难办
”

的问题强烈不满
,

有 120 人
,

占 6 3
.

2% ; 再往后则分别是
:

对人事安排
“
任人唯亲

、

唯关系
”

不满的有 94 人
,

占49
.

5% , 对有些工作
“
华而不实

,

搞花架子
,

做表面文章
,

报喜不报优
”

不满的有 89 人
,

占4 6
.

8% , 对有些人
“
假工作之名

,

慷公家之慨
,

大吃大 喝
,

挥 霍 浪 费
”

不满的有 86 人
,

占4 5
.

3% , 对
“
领导工作官僚主义

” , “ 不深入
,

不调查
,

乱发号施令
,

乱

批评人
” 不满的有 84 人

,

占4 4
.

2% ; 对处理问题
“
官官相卫

” 、 “
官官相护

” 不满的有 77 人
,

占4 0
.

5% , 对
“
领导处事不坚持原则

,

和稀泥
” 不满的有 77 人

,

占40
.

5% ; 对 “ 以权压人 ”

和 “ 以权代法
,

以言代法
” 不满的有 73 人

,

占 3 8
.

4%
。

调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
,

人们很 自然地把议题的中心集中到 以上这两个问题
,

这不无一

定的道理
,

也不无一定的联系
。

调查中
,

不仅不少同志对当前干部队伍中不少人工作积极性

不高的问题
,

对党风不正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

表示了义愤
,

而且对此无不十分担忧
。

如有的同志说
: “

在现实生活中
,

以权谋私
,

贪污盗窃就是蛀虫
。

现在有些人成天泡病
,

不

干事
,

游手好闲
,

无所事事
,

心安理得地拿共产党的棒禄
。

这比贪污分子的影响有 过 之 而 无

不及
。

对这些事这些人如不采取措施处理
,

我们搞起工作来又有什么劲 ? 想要办好事业也是

难上加难的
” 。

有的说
: “
党风

、

官风
、

民风不正
,

此类问题不解决
,

讲政治体制改革又有什么

用? ” “
党风不搞好

,

干部积极性不高
,

政治体制改革怎么能搞得起来 ! ”
其中一位 50 年代

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说
: “

我是 50 多岁的人了
,

工作己 37 年
,

我希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

成功
,

但我又在怀疑
,

不抱希望
。

为什么 ? 因为过去搞的一些政治体制改苹
,

如 1 9 8 3年的机

构改革
,

就是失败的
。

它不是提高了人们的积极性
,

而是挫伤了积极性
。

又如当前
,

不少的

官僚主义
,

腐败现象
,

这如何使人看得惯 ? 这些现象不清除
,

我对前途忧心忡忡
,

这怎么可

使人相信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搞好呢 ? ! ”
也正因为这是一种比较带普遍性的心理动向

,

所以
,

有的同志还激情陈说
,

希望
“
要整顿官风

” , “ 要清除贪官污吏
” , “

要真正实事求

是
” ,

要对一些腐败现象
“
动一次大的手术

” 。

四
、

几点思考与建议

通过调查
,

笔者深深感到
, 切实认真地对待政治体制改革中县级基层干部的这些认识和

情绪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

在某种意义上讲
,

过这次调查我们有以下四点看法
:

这也是推动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
。

通

(一 )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先抓思想认识的统一
。

这是前提
,

也是基础
。

(二 )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选准突破 口
。

这个突破 口
。

主要就是要认真抓住关于改

革人事制度
,

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这一中心环节
。

这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

也是实际的需要
。

从理论上讲
,

千部积极性问题
,

说到底是一个生产力的问题
,

这是十分明显和不可忽视的
。

从实际情况看
,

当前不少干部积极性不够高这个问题
一

也确实令人瞩目
。

调查对象中对政治体

制改革的态度有近 2 / 5 的人较为
“
冷淡

”
是一例证

。

同时调查中另一组统计数据更是一个生

动的证明
。

这就 旱
,

调查时间
: “

事业需要造就一支勇于开拓
、

会管理
、

有专业
、

有能力的

宏大干部队伍
,

对此您的基本态度如何 ? ”
结果答

“ 积极进取
,

力争成为合格者
”
的只有 72

人
,

仅占3 7
.

9% ; 而表示无心进取
, “ 只打算保持现状

”
的有 60 人

,

占3 1
.

6写 , 还有 36 人
,



占 18
.

9 %的明确表示
“ 对这种 目标不抱希望分 , 有 17 人

,

占 9 %的 “ 想离开干部队伍
,

去改

做技术工作或办企业
” ; 还有 5 人

,

占 2
.

6%的对此未表态
。

广大干部是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

的主体力量之一
。

他们积极性的程度如何
,

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

也是

现实的
。

面对当前干部队伍中还有不少的人内心深处缺乏一种积极向上的活力的情况
,

如不

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

并首先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

那么
,

我们想要真正深入有效地进行政

治体制改革终将就是一句空话
。

我们也只有首先从启动
“ 主体

”
内因的方面做起

,

整个的政

治体制改革也才会不断地充满生机和赢得主动
。

(三 )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

这种外部环境
,

除 了努

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

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外
,

有无一个满意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也是十分重

要的
。

因此
,

我们只有从上到下从
“
从严治党

”
抓起

,

从保持政府廉洁抓起
,

真正狠刹各种

不正之风
,

纠正腐败现象
,

把努力创造一个 良好的政治生活环境作为有效推进改革的一个起

步工程来抓
,

我们预期的改革任务才有可能顺利地完成
。

否则
,

即使是 已经取得了的改革成

果
,

一

也只怕会难以巩 固
。

(四 )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走群众路线
。

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
,

事前应向干部

群众征求意见
,

加强宣传和解释
,

增强改革措施的透明度
,

这不仅是一个必须注意的工作方

法
,

也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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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芷江县委政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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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中的目我呈现》将出版

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欧文
·

戈夫曼的代表作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 中译本已

由黄爱华和冯钢译出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全书近 20 万字
,

近期将与广大读者见

面
。

欧文
·

戈夫曼是形象互动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

社会学
“
戏剧论

” 的创始

者
。

该书借用戏剧表演理论的框架对人生大舞台上错综复杂的社会互动日常现象作

了极为有趣且入木三分的分析探讨
。

戈夫曼因此还被誉为
“
其著作对专业 以外的人

所通晓的当代少数思想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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