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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雅书 
 [摘要]   在新时期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不应该仅仅从个体政治道
德的角度和层面界定公仆意识的实践意义。应当指出，在更深层面上，强化公仆意识是新
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   公仆意识；   国家与社会；   经济伦理；   法治观念 
 [中图分类号]   D6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8）14-00
30-02
在一般意义上，公仆意识指喻国家公务人员在从事公务活动过程中基于自我角色正确定位
而形成的主观倾向。公仆意识的深层本质是政治关系，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定位问题。新
时期以来，公仆意识问题被重新提出和不断强化。必须看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
变化的情况下，强化公仆意识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公务员的道德自律层面。因此，不应该仅
仅从个体政治道德的角度和层面界定公仆意识的实践意义。在更深层面上，强化公仆意识
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新时期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定条件下的公仆“虚位”转变为
公仆“实位”，树立和强化公仆意识具有了现实性、明晰性、紧迫性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的权力
格局变迁。在此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自主性逐
步增强，国家权力向社会转移和让渡，所谓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局面逐渐形成。 
在传统体制下，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公仆意识是通过为人民服务体现的，一定意义上
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每个人又都是被服务的对象。因此，实际上公仆概念是
个被泛化了的概念，人们不仅把公仆意识简单化、表层化地等同于“服务”意识，甚至在
某种程度上混同于“主人”意识。因此，在人们的认识领域实际上存在着公仆“虚位”的
问题。新时期以来在体制内分权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各自获得了相对独立
的领域和空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主仆”关系问题逐渐明晰起来。近年来一些媒体关
于“下跪”事件的热议(参见苑彬：《不要给“公仆”下跪，人民网2000-07-26；丁爱
萍：《从下跪说起》，《人大研究》2003年12期；卢标：《下跪的人应该是谁？》，《乡
镇论坛》2004年11期等)，正是对上述问题的说明。热议所聚焦的正是社会公仆与社会主
人的关系定位问题。作为一种社会诉求，这反映了新时期以来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社
会观念的变化，即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已开始由传统的、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对国家无限
忠诚、无限崇拜观念转向自觉地以主人自居，并向国家诉诸要求。说明人们对公仆的认知
已经由抽象转变为具体，具有了客观的对象和实际的内容，从而也使强化公仆意识问题具
有了现实性、明晰性、紧迫性。 
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增强，
树立和强化公仆意识成为客观的经济要求 
      新时期以来，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经历了一个深刻的、
不断加剧的经济化进程。经济的因素、经济的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成为社
会生活的真正基础和决定因素。与此同时，树立和强化公仆意识问题由政治伦理层面进入
到经济伦理层面，获得了经济伦理的内在驱动和有力支撑。 



在这方面，现实中有很多明证。比如，在原初意义上，“为纳税人服务”的口号，是税务
机关作为自身建设的一项具体要求而提出的。但是，这个口号后来引发的反响说明，其也
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发现，“为纳
税人服务”的口号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确立的以社会公众为本的社会文化形态相适应的，实
质上表达了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一种新型关系。(参见石恩祥：《为纳税人服务的理论与实
践》，《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由于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官本位
意识的影响较深，加之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处于权力中心，缺乏服务意识的问题一直是政权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市场经济条件
下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小政府、大社会”。提倡“为纳税人服务”，有利
于促使政府职能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政府治理的观念由政府为中心，转变到以公民为
中心，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提倡为纳税人服务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而权利
意识的增强将加大公民对公务人员的监督力度，这对克服官僚主义，消除腐败，提高效
率，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参见《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纳税人服务》，江苏国税网2003-6-
12)实际上，“为纳税人服务”的口号已经成为影响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一个思想因子。 
可以肯定，提倡“为纳税人服务”绝对不是要以此取代甚至否定“为人民服务”。为人民
服务是党的宗旨和国家工作总的指导原则，“为纳税人服务”与其是内在统一的，并且具
体反映了其内涵和要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纳税人服务”不同于其他同类口号，诸
如：为顾客服务、为消费者服务等，这个口号所内含的不仅是不同市场主体的关系，更重
要的是内涵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在经济领域明显界
分的一个具体表征是，公民的纳税人角色和意识的强化。税收是国家经济的重要基础，是
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重要保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经济因素的作用明显增强的宏观
背景下，新时期以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更为直接地反映到经济利益层面，并且为经济伦理所
制约。在一定层面上，“为纳税人服务”的口号，是一种基于经济伦理的思考，受到公平
竞争、等价交换等经济伦理的内在驱动。 
三、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与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增强、尤其是
权利意识的增长同频共振、相得益彰，强化公仆意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重要
基础和条件 
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与法治化进程密切联系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对政治
系统的吸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社会的法治观念不断增强
的情况下，政治系统必须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利于形成民主与法制建设的
有利条件。 
在此情况下，国家机构及其公务人员的政治伦理建设问题凸显出来。作为政治伦理核心内
容的公仆意识，构成民主与法制的观念基础，其确立和强化对民主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
义。在根本上，这是由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所决定的。公仆意识属于政治道德的范畴，其与
法治观念具有层次上的区分。但是，公仆意识与法治观念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具有共同
的思想内涵。公仆意识中所蕴涵的基本原则，与现代法治精神的核心要义是完全一致的，
并且反映了最起码、最基本的法治要求。在这个意义上，确立公仆意识不仅是政治伦理建
设问题，而且构成了实现民主法治的观念基础，成为实现民主法治建设的前提条件。民主
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有资料记载，目前我国基层法院正在面临
“民告官”案件大幅度增长的诉讼压力，行政案件呈持续上升态势。在推进依法治国的大
背景下，上述现象清晰地表明了公民法治观念、权利意识的持续提升。 
领导干部怎样面对“民告官”，不仅会对诉讼过程产生影响，同时更是对领导干部的法治
观念、政治道德的检验。实际情形是，在“民告官”的诉讼过程中，有的被告行政机关的
一把手——法定代表人自高自大，放不下“官架子”，不愿以普通当事人的身份出庭应
诉，法院不得不缺席审判。个别的对法院作出的判决迟迟不愿执行，甚至对起诉方进行打
击报复。在一些地方，官不应诉、法难治官、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严重。这些现象，折射
出政治伦理建设与民主法治要求的不相适应问题，凸显了强化公仆意识的迫切性。 
(本文作者：中共吉林省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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