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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效能检查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以社会服务承诺制与组

织绩效评估、目标责任制 和以市民为主体的绩效评估制度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科学发展观

指导下的绩效评估体系。 政府绩效评估发展历程表明，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基本上走过了由单位自发评估

到自觉评估、再到整个国家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科学化评估建构的历程。

最后。政府绩效评估是我国政府在提高政府效能过程中的理性选择，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实践基

本都立足于解决本地的实际问题，其针对性较强。在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各具地方特

色的绩效评估“六种模式”，【习(P1叫10，即：与目标责任制相结合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指

标相结合的政府绩效评估

；以监督验收重点工作为主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以加强机关效能建设为目标 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以

公众评议为主要方式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和政府绩效的第三方评价。政府绩效评估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

的政府管理工具．实践证明。在提高政府绩效、改变政府工作作风以及转变政

府职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政府绩效评估中存在的问题③中国政府绩效评估从自发 到自觉再到科学化的历程，表明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从简单引入西方国家经

验到中国绩效评估工作本土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政府绩效评估一般涉及到为什么评估、由谁来

评估、评估什么、怎样评估等基本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研究者和

实践者．并是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工作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一)为什么评估

为什么

进行绩效评估?这是绩效评估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旨在解决绩效评估原因和目的方面的问 题。政

府开展绩效评估的原因是多重的，即多基于“政府编制年度预算的需要；地方政府完成五年规划 的需要

；按贡献分配收益的需要；人员晋升和职业生涯规划的需要；项目管理的需要”。闻(鼢’ 中国政

府绩效评估实践也不例外，必须解决绩效评估的原因和目的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政府 绩效评估存在着为评估而评估的倾向．“在实践中不是把绩效评估作为提高管理水平的正面措施，

而是作 为消极预防的手段，当某一方面问题成堆、社会反映强烈时，才采取诸如大检查、专项调查、大

评比等方式谋求改进，因而总陷入被动”。m∞"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开展绩效评估时

对为什么开展政府绩效评估认识不清，在实践中带有盲目性；另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要靠中

央政府有意识地自上而下地推动，地方政府在绩效评估中主要是被动地去完成上级布置的一项政治任

务．其主动性不强。同时，我国在开展政府绩效评估实践过程中存在简单化的倾向，认为政府绩效评估

①2008年2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④我

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的三阶段划分还可以参见楚德江：《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成效、问题与改进》， 《中州

学刊》2008年第3期。第6页，楚德江把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分为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的探索起步阶段；90

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快速发展阶段和90年代末至今的科学化阶段。也可以参见周志忍：《公共组织绩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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