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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务员人事制度》

内容概要

本书翔实地介绍了日本的雇佣型公务员制度在经济上的合理性，对日本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和地方公务
员制度进行了科学分析，并将其与法国、英国以及美国的公务员制度进行了对比，最后对日本公务员
制度中的“缓慢升迁”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书中提出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缓慢升迁”和“积累性奖赏体系”为特色的日本人事行政制
度，实际上已经转变成了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公务员积极性的一种构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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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稻继裕昭（Inatsugu Hiroaki），1958年生于大阪府高槻市。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在大阪
市地方政府工作了13年，期间就读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并于2001年取得该校的法学博士学位。1997
年从大阪市政府离职后，曾任姬路独协大学助理教授。2000年任大阪市立大学法学部助理教授，2001
年升任该大学的教授。其后历任总务省第18次公务效率研究分会委员、总务省人才培育顾问等职务
。2007年起任早稻田大学行政学教授，是日本有关行政组织学方面的知名学者。
主要著作：
《地方自治入门》（2011）
《现场直言！职业公务员的变革力量——带来成功的7种力量》（2011）
《培养职业公务员的人事战略、第二部分——升迁制度、在职培训、工资以及非常任职员》（2011）
《自治体与政策——实际状况及其分析》（2009，与天川晃合著）
《现场直言——自治体人才的培养》（2009）
《培养职业公务员的人事战略——职工的录用、人事调动、职工进修与人事评估》（2008）
《自治体人事体制的改革——人是靠自学成长的》（2006）
《地方自治体的一揽子行政改革（经济政策分析系列）》（2003，与村松岐夫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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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日本式雇佣体翻的经济合理性 ——作为激励体制的人事、收入体系 第一节 升迁管理和激
励体制 （1）升迁管理中的“效率”和“动力” （2）日本式升迁管理的特征——“缓慢升迁” （3）
日本式升迁管理（缓慢升迁）的效果 第二节 收入体系和激励体制 （1）关于论资排辈的工资制度 （2
）业绩的认定与收入的关系 （3）与职务分工不明确的关系 第三节 各制度的相辅相成——体系变革的
可能性 第二章 国家公务员的人事、收入体系 第一节 国家公务员的升迁管理 （1）霞之关精英[上级甲
种（现在的第Ⅰ种），法律、经济、行政部门]的情况 （2）非职业公务员的情况 （3）“两重马驹型
”的升迁管理 第二节 国家公务员的收入结构 （1）霞之关精英[上级甲种（现在的第Ⅰ种），法律、
经济、行政部门]的情况 （2）非职业公务员的情况 （3）累积型的奖励体制和公务部门的内部均衡 第
三章 与各国公务员的人事、收入体系的比较 第一节 公务员人数的国际比较 第二节 法、英公务员的人
事、收入体系 （1）法国公务员的升迁和收入体系——公务员类别之间的职位差距显著 （2）英国公务
员的升迁和收入体系——等级间的收入差距显著 （3）日本公务部门的内部均衡——与法、英两国的
比较 第三节 美国联邦公务员的人事、收入体系 （1）联邦公务员的结构 （2）联邦公务员的升迁体系 
（3）联邦公务员．的收入体系 （4）联邦公务员的绩效工资体系——1978年公务员制度改革之后 （5
）从激励体制看联邦公务员制度 第四节 与各国公务员制度相比较的日本公务员制度 ——通过激励体
制开发资源型的公务员制度 （1）部门内部均衡型的封闭式升迁体系和累积型的奖励体制 （2）不明确
的职务划分——未实施职务等级制而产生效率 （3）与执行公务的形态相辅相成的特性——大房间主
义和熟练工作 第四章 地方公务员的人事、收入体系 第一节 地方公务员的人事和收入体系的特色及多
样性 （1）地方公务员的种类 （2）地方公务员的人数 （3）地方公务员的人事和收入体系的特色 （4
）地方公务员的人事和收入体系的多样性 第二节 地方公务员的收人体系 （1）有关地方公务员收入的
一般看法 （2）地方公务员的收入体系 （3）关于一通到底的官俸号制度及“攀升过程” （4）业绩考
察和报酬之间短期内的联动 第三节 地方公务员的升迁管理 （1）地方政府中升迁管理的作用 （2）录
用管理和升迁管理 （3）升迁管理方式的基本图景 （4）升级考试和升级选考 （5）升迁与工作评定 
（6）下放的人事制度和激励体制 第四节 地方公务员的人事和收入体系的相辅相成 第五章 “缓慢升迁
”政策的前提条件的改变 第一节 前提条件及其变化 （1）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和“缓慢升迁”的体系 
（2）国家公务员人事安排的前提条件的变化 （3）地方公务员人事安排的前提条件的变化 第二节 地
方政府的前提条件之变化 （1）职工人数的增减 （2）各年龄层职工的结构 （3）职工的高学历化 （4
）升迁比例下降及其他倾向 第三节 地方公务员的升迁管理的变化 （1）大阪市“缓慢升迁”政策的变
化 （2）神奈川县职工结构的实况和升迁管理 （3）大阪府的升迁管理——通过系长考试而录用 （4）
宝琢市的升迁考试 （5）早期选拔方式（东京都）的优缺点 第四节 地方政府对发生变化的“缓慢升迁
”的对策 后记 译后记 附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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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本章将对终身雇用、论资排辈制度、非流动性劳务市场等，即经常成为批判对象的
日本式雇佣管理体系的典型特征，实际上却具有经济上合理性的观点，基于以经济学领域为主的先期
研究成果来进行一番考察。 在这些典型特征之中，笔者选择了下述几个命题，欲将对其进行逐一探讨
，即：“缓慢升迁”方式会导致工作人员之间的激烈竞争，成为对企业特殊技能进行持续自我投资的
动力（第一节）；不是根据短期的业绩而变动的收人体系，而是通过升迁、升级扩大收人差距的所谓
“累积型奖励”制度，以及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断予以激励的方式及其与日本职场组织运转方式的相
互适应（第二节）；这些制度中的诸特征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第三节）。 本章的这些论述，将会成
为探讨自第二章之后有关公务部门的人事、收人体系的骨架。 第一节　升迁管理和激励体制 官员的
升迁，除了表示一种激励之外，还有发现优秀人才并尽其才学将其安排在合适位置上的意义。以什么
样的方式达到这两个目的，日美之间是有差异的。在对这种差异进行审视之后，将进而研讨日本式“
缓慢升迁”在经济上的合理性。 一般来说，升迁与升级具有下述几个功能（［伊藤（秀）， 1992］等
）。 (甲）作为激励（incentive）机制的功能——资格、职位越高，收入也就越高，在部门内外均能够
获得很高的地位。此外，权限、做出决定的自由度、权力、工作的成就感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同时
，负担增加、工作调动的可能性增加、失去行会的保护以及不得不关照自己的部下等负面问题也会出
现）。有了根据业绩的好坏而决定升迁、升级的手段，雇主便可以对其从业人员进行奖励。 (乙）发
出企业需要何种资质和行为的信号功能——对企业来说，都期望其从业人员所具有的行动、资质、技
能等是多种多样的，不明确的地方很多。因此，一些从业人员的升迁、升级，便起到了给其他的从业
人员传达“企业对什么予以高度评价”的信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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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公务员人事制度》提出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缓慢升迁”和“积累性奖赏
体系”为特色的日本人事行政制度，实际上已经转变成了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公务员积极性的一种构
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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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谁读谁知道，完全没必要把一篇论文搞成一本书
2、有鉴于作为一名读者却快要被狂刷不必要存在感的“译者注”给先逼疯了而无法好好正视原文内
容这件事，要给译者大差评！此生从未对如此自作聪明且强行插入又格式奇葩的译者注这么憎恨过，
译者你还是多写多错暴露智商的类型⋯⋯ 我也是从未经历如此叫人无语的阅读体验。顺便说一句，这
本书讲的其实是公务员工资该给多给少就这么一件事情（大雾）。
3、好像事实不是这样吧~~~~~
4、从另一角度看东方式人事制度，发掘其中的内在逻辑和闪光点，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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