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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人才越来越受到重视，基层公务员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主力军，是

乡村政策落实和工作推进的重要践行者。而在繁重的任务下，基层公务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感，

为了纾解这种消极情绪，完善激励制度是应有之义。由于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水平的差异较大，公务员需

求在新时代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本研究聚焦于非物质激励方式。本文认为乡村振兴下，激发基层公务

员的工作积极性的非物质激励方式包括拓宽晋升发展空间、重视荣誉激励、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改

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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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207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2078
https://www.hanspub.org/


曾清 
 

 

DOI: 10.12677/ass.2023.122078 569 社会科学前沿 
 

been paid to talents.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as the main for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
gy, are important practitioners of rur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work promotion. Under the 
heavy tasks,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job burnout. In order to relieve this 
negative emo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incentive system. Due to the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public fin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demand of civil servants has undergone new 
changes in the new era, so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non-material incentiv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non-material incentive ways to stimulate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work enthusiasm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clude broadening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space, attaching impor-
tance to honor incentive, perfecting the fault-tolerant and error-correcting mechanism, and im-
proving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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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随着该战略的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

得了战略性的成果，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粮食产能巩固提升、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面貌明显

改善。基层作为上通下达的最后一公里，在政府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

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石[1]。人才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中坚力量，乡村振兴本身就包含人才振兴

战略。基层公务员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基层公务员的政治素养、工作

能力、心理状况关乎着乡村振兴战略能否有效实施[2]。 
黄治东(2018)认为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奋斗在基层的大学生村官[3]。胡小武(2019)通过对典型

案例和文献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是在地型青年干部群体[4]。姚冰洋、廉伟(2022)
认为要确保农村基层干部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总舵手[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

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也就是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中，重视基层公务员的激励问题尤为重要。 
因此，为了进一步实现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关注基层公务员的各类需求，对基层公务

员的有效激励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现实条件[6]。而现阶段的研究表明，基层公务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基层公务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感。在此背景下，本文从非物质激励的角度入手，关注基层公务员的

需求，提升基层公务员的工作满意度，实现对基层公务员的有效激励，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落实。 

2. 相关概念 

2.1. 基层公务员 

我国的公务员法并没有明确划分基层公务员的范围和概念，主要还是依据单位层级、工作对象来划

分，所以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学者们关于基层公务员的定义大同小异，甘培强(2004)将基层公务员定

位为中央与地方体系中的下级政府中的公务员或单一政府部门或机构中处于较低层级的公务员[7]。王云

(2013)指出基层公务员就是纳入国家编制、依法履行公职，国家财政承担其工资福利的人员[8]。萧鸣政、

张满(2014)认为基层公务员是指行政部门中领导级别较低或者没有直接下属的公务员[9]，基层公务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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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面向群众的窗口[10]，因此，基层公务员和党和政府的形象密切相关，是上传下达的最后一公里。 
综合学者的观点，基层公务员指的是依法规定的，由国家支付薪酬的工作在一线的公务员，主要包

含县处级以下的乡镇公务员、县处级以下的街道公务员。截至 2021 年，我国公务员的数量达到了 700 万，

基层公务员达到了全体公务员数量的 70%，面对数量庞大的公务员群体，重视公务员激励问题刻不容缓。 

2.2. 激励 

万建新(2007)指出激励是管理者为了引导被管理者朝着组织目标奋斗，通过奖励或者惩戒的方式来满

足被管理者的需要和动机的行为[11]。董庆玲(2009)认为公务员激励是指政府通过创设各种既能够朝着组

织目标前进同时又能满足个人合理需要而创设的各类物质性和精神性条件，以调动公务员行为积极性的

管理活动[12]。闫建(2014)认为科学、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持续激发公务员的工作动力[13]。总之，

激励是指组织为了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而采取一系列的方式和手段来引导和规范员

工的行为，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 

2.3. 非物质激励方式 

激励可以分为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非物质激励是一个相对概念，更多强调的是精神层面的激励。

国内外学者关于非物质激励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丰富，而大多数研究主要是以企业为对象而展开的研究，

而针对公共部门的工作者非物质激励的相关研究较少，结合前人的文献，本文中非物质激励指的是除物

质性的激励外，更加重视基层工作者精神需求，关注其更高层次的需求的激励方式。国内外学者对公共

部门中的非物质激励方式展开了研究，表 1 对部分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汇总。 
 
Table 1. The non-material incentive methods studied by some scholars 
表 1. 部分学者研究中的非物质激励方式 

学者 时间 主要内容 

刘筠 2004 发展前景、领导者个人魅力、情感激励、绩效评估机制、企业文化、培训机

会[14] 

孔春梅、陈玉明 2007 精神激励包括荣誉激励、信仰激励、参与奖励、竞争激励[15] 

路竞竞、刘高山 2008 工作愿景、职务晋升、适时肯定、适度授权、工作环境、沟通文化、制度架

构[16] 

马其家 2011 荣誉激励、职业晋升、教育培训、情感沟通[17] 

柴宝勇、付瑞智 2016 工作氛围、表彰、参与激励、典型激励等[18] 

黄勋敬、黄聪、赵曙明 2016 奖励休假、培训、职级晋升、评先评优等[19] 

谢治菊、朱绍豪 2020 发挥政治激励、道德激励、目标激励的正向作用，完善职务晋升、信念培

养机制、绩效考核和薪酬体系[20] 

程进凯、董笑含、毕成鹏 2021 情感激励、晋升激励、薪酬激励、道德激励、目标激励、奖惩激励、认可

激励[21] 

3. 基层公务员非物质激励困境 

3.1. 地方财政差异致使物质激励不足 

地方财政与公务员薪酬密切相关，公务员薪酬的高低与财政好坏紧密相关。陈志广通过实证分析发

现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的分权的大小对于公务员规模有正向作用[22]。地方财力对公务员薪酬具有约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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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工资高低水平发挥着基础性作用[23]。与传统的物质激励方式相比，非物质激励在很大程度上能够

节约成本[24]。由此可见，公务员的薪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财力水平的影响，但是地方政府的财

政水平存在的较大的差异。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基层公务员工作量大且繁重，且不同部门之

间的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基层公务员在进行横向比较时，容易产生“不公平”的情

绪，因此基层公务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极情绪，为了缓解物质激励的不足，重视非经济性激励方式，

完善非物质激励方式已成为基层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 

3.2. 非物质激励方式激励作用不明显 

前文通过对非物质激励方式的梳理，在公共部门中得到普遍认可的非物质激励方式包括荣誉激励、

晋升激励、培训激励、情感激励等。在乡村振兴中，基层公务员普遍面临着复杂的现实环境，主要体现

在论资排辈、血缘理性、情法冲突等[25]。丁毅(2017)指出乡镇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在考核、晋升、奖励

等方面都存在突出问题，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影响到有关政策措施的实施[26]。可见，我国基层公务员的

激励中非物质激励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首先，“晋升天花板”现象普遍存在于基层公务员晋升体系中，我国公务员体系呈现出“金字塔型”

结构，两极分化严重，塔尖上的人少，而塔尖下的人数占据了公务员总人数的绝大部分。据统计，从事

科级及以下以上的公务人员占全体公务人员的 90%，剩下不到 10%的公务员担任副处级及以上的职务。

于大多数公务员而言，在工作中一眼就能看到工作的“尽头”，自然缺乏工作的动力。 
其次，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环境较差，艰苦偏远地区留不住人的现象普遍存在[27]。与城市地区相比，

艰苦偏远山区的自然环境、工作条件、发展空间、生活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且在面临乡村振兴中繁重

的工作任务时，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对于外来公务员而言，人生地不熟更加重了其消极情绪，艰苦

的工作环境是留不住基层工作者的重要原因。 
最后，荣誉激励不足，考核评价体系不够完善。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成效在短期内难以显现，从而

导致对基层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成效和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而现有的制度和政策多是针对领导干

部，对于基层工作者的考评体系尚不完善，因此对于工作突出者的激励仍然存在改进空间。自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以来，基层工作者的典型事例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报道，农业农村部和中央广播电视台在全

国范围内推选乡村振兴的代表人物，宣传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中的杰出人物。可是报道的榜样人

物是全体基层公务员数量中的少数，难以对整个基层公务员队伍起到激励作用。 
总之，目前在乡村振兴中基层公务员的非物质激励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丰富非物质激励方式

一方面既能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也能更好地激发基层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 

4. 破解路径：完善非物质激励方式 

前文已阐述了乡村振兴背景下，重视基层公务员激励的重要性，为了化解基层公务员不同程度的职

业倦怠感，创新激励方式、丰富激励手段、完善激励制度是应有之义，本文主要是从非物质激励的角度

来探究如何从多方面来激发公务员的潜能。 

4.1. 拓宽晋升发展空间 

晋升是指职位由低到高的升迁过程，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最关键的激励方式就是晋升。基层公务员在

晋升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论资排辈现象严重、晋升通道狭窄。陈家建、赵阳(2020)通过对 G 县的实证调

查发现，“科层天花板现象”广泛存在于基层治理中[28]。基层工作者“晋升天花板”的现象仿佛已成为

一种共识，公务员晋升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基层纵向长层级少、待遇低、岗位少，论资排辈现象难以杜绝，

而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基层公务员晋升难的问题，2019 年中央正式下发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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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职级与职务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职级的提升与公务员的领导职务无关，而是与待遇、住房、工资相关。 
为了响应人才振兴的号召，各地政府树立基层实干实绩的职级晋升导向，坚持把职级作为激励基层

公务员干事创业的宝贵资源，对表现突出的基层公务员给予职级晋升的奖励，能够使基层公务员的工作

积极性得到较大地提升。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镇公务员从事着最累最苦的工作，晋升激励一方面能

够提高物质待遇，另一方面又能够满足精神需求。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完善晋升选拔机制，为公务员选

拔和晋升提供公正的制度环境，使人才能够真正得到重用。 

4.2. 完善容错纠错机制 

容错纠错机制是指对于干部及行使公权力的党员公职人员在工作中造成的失误，依据法律法规对其

进行从轻处理，同时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推动问题的解决[29]。建立容错机制的本质就是允许干部在工作中

存在失误，也坚持对干部失职的追责[30]。赵文松、罗文华(2022)通过对 15 个国家的扎根研究，发现容

错机制对于激发公务员的创新能力具有积极作用[31]。谢治菊(2019)指出建立扶贫容错机制，有助于缓解

基层公务员的消极心态，从而有助于更高效地推进精准扶贫战略[32]。 
随着中国顺利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了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的效果，真正实现脱贫不返贫，实现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基层公务员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近两年来，新冠疫情的反复波动，给

基层公务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对于基层公务员而言也至关重要。而面对乡村振兴和

疫情防控这样艰巨的任务时，基层工作者很难确保任何工作都能完美完成。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更好地

激励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了“三个区分开来”重要精神指示，各地政府纷

纷落实，并且根据当地实情又对该指示进行了完善和充实。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明确了可以免责的

七种情况，四川眉山、四川德阳、四川成都响应中央和省委指示，纷纷建立了完善的容错纠错机制。其

中四川成都出台的容错纠错办法，更加明确了容错纠错的适用范围、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等，并且对具体

的执行程序、澄清范围、保障措施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 
建立健全容错纠错体系既是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时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各地必

须因地制宜，进一步落实和完善。 

4.3. 强化荣誉激励 

荣誉激励是指对于工作能力强、表现突出的工作者授予勋章、表扬的方式对其给予肯定的过程，这

是非物质激励的一种重要形式。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在党的十八大中明确被提出，以发挥英雄人物、功勋

人物的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向英雄学习、敬仰英雄的风尚，建设英雄辈出的新时代。公共部门作为非

生产性的部门，需要通过荣誉激励来弥补缺失的绩效激励[33]。荣誉与尊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

主要来源于社会的认可和个人自我满足的需求，荣誉激励机制是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尊严联结起来的重要

纽带[34]。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过程中，通过荣誉激励能够将基层公务员的个人荣誉、尊严和乡

村振兴的推进连接起来，通过对个人的表彰、赞扬，激发个人的工作积极性，激发群体向榜样学习的风

向，促进国家战略的进一步推进。 
荣誉激励通过广泛的报道和宣传，一方面能够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能激发更多

的基层工作者全力投入到乡村振兴工作中去。因此，要强化基层的荣誉激励，坚持因地制宜，使评比结果

与实际工作效果和工作能力更加匹配，加强部门考核和评比，选拔榜样人物在相应的政府层级进行宣传。 

4.4. 重视工作环境激励 

马斯洛将需求层次分为五个层级，安全需求属于第二个层次，安全需求包括工作稳定、人身安全、

工作氛围等。工作环境激励指的是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人际关系、工作氛围等方式，以激励基层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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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务员常常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面临繁杂的工作[35]。基层工作者常常面临着资源匮乏、目标

多元、政令不清等困境[36]。李志、陈旎、李苑凌(202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基层公务员期待工作环境能够

得到改善，工作环境的改善对其有正向的激励作用[10]。可见基层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工作环境的改

善能对其产生正向的激励作用。在乡村振兴和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基层公务员面临着繁杂的工作任务，

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这给基层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 
在此背景下，优化基层工作者的工作环境，一方面可以优化基层工作者的工作条件，例如工作的硬

件设施，提供更好的基础环境。另一方面，重视“软”环境，包括设定清晰的工作目标，合理分解工作

任务，让基层公务员能够通过努力顺利完成任务，达成目标。 

5. 结语 

基层工作者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和落实的关键力量，但是面临繁杂的工作内容、从事高强度的

工作，使得基层公务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感。重视乡村振兴中的基层公务员激励，一方面是基

于基层工作者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在于目前激励机制存在改进空间。而由于地方政府财

政水平的差异，公共部门非营利性的特征，公务员的薪酬水平与地方财政密切相关，以及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公务员队伍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公务员的需求又有了新的变化。因此，本文主要是从非物质激

励的角度出发，非物质激励不仅能够节省公共开支，同时也能丰富激励方式，完善现有的激励机制。在

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四条非物质激励方式，即拓展晋升发展空间、完善容错纠错机制、重视荣誉激励、

改善工作环境。对于完善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而更好地激发基层工作者的工作

积极性，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和落实。 
但公务员激励机制的落实和完善任重而道远，本文主要是从理论的层面来提出的建议，后续的研究

应要通过实证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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