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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在《机关事

务工作“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机关

事务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要继续在

优化体制机制中完善治理体系，在履

职尽责中提升治理能力。”作为国家

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与有机组成部

分，机关事务管理既承担着保障党政

机关正常履行职能，又在既定的预算

约束条件下起着管控政府部门非理性

行为等重要作用，如何有效地构建机

关事务治理体系并推进其治理能力现

代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机关事务管

理的功能定位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机关

事务管理并不直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

品与服务，而是通过为党政机构提供

运行保障，间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与服务，进而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如果对机关事务管理在国家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上所体现的地位与作用缺

乏一个相对清晰明确的定位，就易造

成其功能定位不当，也易陷入行政管

理的定式当中，进而影响国家党政机

关的运行保障，降低国家整体的治理

效能。因此，将机关事务管理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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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这个概念对接，并放置于国家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之

下，无疑为机关事务管理相关理论与

实践的创新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一）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资源

是组织机构发挥功能与作用的基础，

资源稀缺性使得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对

于组织机构职能的发挥具有举足轻重

的影响，对于公共资源而言尤甚，科

学配置资源进而保障党政机关的正常

运转，是国家治理背景下机关事务管

理工作功能定位的逻辑起点。

机关运行保障资源的分配具有较

强的内部性与计划性特征，难以采用

市场机制进行配置。为切实有效发挥

机关事务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必须依托于集中统一的管理方式与现

代化的技术手段。数字经济时代，大

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

前沿科技为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的管

理方式提供了技术支持。在科学合理

应用前沿科技的基础上，一方面，依

赖数字政府，机关事务管理部门通过

集中党政机关及其内设机构所辖的全

部机关运行保障资源，有效掌握机关

运行保障资源的总量与使用情况，避

免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另一方面，机

关事务管理部门通过有计划的、科学

合理的资源分配，使机关运行保障资

源有效对接业务部门，提升资源使用   

效率。

（二）推进合作治理的功能。在既

定的资源禀赋条件下，机关事务管理

部门所拥有的机关运行保障服务的供

给能力有其极限，而社会对于国家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不断

增强。当有限的供给能力难以满足日

益上升的治理需求时，就对如何有效

地开发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供给能力提

出了挑战。在数字化浪潮下，合作共

享共赢已成为企业管理和政府管理的

发展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合作治理

应当成为当前开发机关运行保障供给

能力的重要途径，有效地开发机关事

务管理部门供给能力，是推进合作治

理成为国家治理背景下机关事务管理

的发力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机

关事务管理已经从以往的“生产者”

与“服务者”逐渐地转型为“管理者”

和“开发者”，管理与开发成为机关

事务工作现代化的代名词。与此同

时，我国与机关事务管理相关的服务

业业蓬勃发展，已具有相应的能力和

水平直接扮演机关事务工作的 “生

产者”与“服务者”。在机关事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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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治理思维指导下，应研究开放机

关运行保障市场，对其开放空间及准

入条件进行合理规划，在非涉密及垄

断机关运行保障服务领域，积极推动

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的三方合作治

理，通过与不同主体间合作治理的方

式有效地开发机关运行保障能力，提

高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的资源配置能

力，进而满足日益上升的机关运行保

障需求。

（三）提供专业保障的功能。在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过程中，党政机关的精力主要集中于

政务工作之上，而其具有共性的机关

事务工作若牵扯太多精力，则很难提

升工作效率。共性的工作应统一交由

专业化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统筹管理，

这也要求机关事务管理从机关事务专

业化的角度出发，为党政机关提供现

代化的运行保障服务。将国家治理背

景下的机关事务管理功能定位于提供

专业保障，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党政机

关处理政务的绩效水平，减少党政机

关及其内设机构在非政务工作上的时

间与精力耗散，而专注于处理国家治

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关键矛盾问题 ；另

一方面事务工作的统筹专业化管理有

利于推进机关事务管理的现代化进

程，专业化管理厘清了机关事务管理

部门纵向垂直指导关系与横向职责边

界，有效增强机关事务管理的独立性，

推进了机关事务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有

机融合，提升了机关事务工作的专业

化水平。  

推进机关事务管理现代化的相关

建议 

（一）完善机关运行，保障法治体

系建设。现阶段机关事务管理的法治

体系初具规模但是完备性还不高，法

律基础略显薄弱，依法治理的能力有

待提高。截至 2021 年 9 月，支撑机关

事务管理活动的主要制度依据是《机

关事务管理条例》《党政机关用房管理

办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

等，还存在立法程度不高、覆盖面过

广、文件制定与相关参与机构过多等

问题，导致机关事务管理相关主体存

在职责交叉、大量文件和法规所产生

制度内耗，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机关

事务工作的统筹管理，限制了机关事

务管理现代化的步伐。

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应当将机关事务

管理领域的相关法治建设纳入国家法

治化轨道，以此优化党和国家机构运

行保障的法治化建设。首先，对现有

机关事务管理领域的相关文件进行清

理、规范和整合，解决制度内耗的问

题，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制订《机关运

行保障法》；其次，将党政机构所涉及

到的机关事务管理的相关职能优化重

组，归口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统筹，并

赋予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机关运行

保障相关制度建设的职能，从根本上

解决政出多门、职责不清等问题，为

机关运行保障法治体系建设奠定坚实

的职能基础。

（二）优化机关运行，保障组织体

系建设。受传统后勤管理理念的影响 ,

机关事务管理机构设置往往不完备 ,

从中央到地方的机关事务管理组织体

系建设相对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略显滞后。在组织体系建设方面 , 从

上至下的机关事务管理组织体系还有

待完善 , 给予地方组织体系建设的空

间不大。目前 , 中央层级事务管理职

能逐步理顺 , 省级基本都设立了机关

事务管理局 , 但组织机构管理内容存

在很大的差异 , 这种差异加大了机关

事务垂直指导的难度。

机关事务管理现代化应结合新时

代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着眼于党和

国家改革的整体进程。在从中央到地

方的指导和隶属关系明确界定的基础

上 , 梳理各级机关事务管理业务 , 并依

据《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从经费管理、

资产管理、服务管理的职能建设入手 ,

着力优化办公用房、机关用地、公务

用车、后勤服务、公务接待、干部职

工服务、政府采购等组织机构 , 建立

协同、高效的机关事务管理组织体系 ,

为党政机关正常运转提供必要的服务

保障。

（三）强化机关运行，保障理论体

系建设。目前，我国在机关事务管理

领域尚未形成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

应着力加强理论研究，为正处于深化

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机关事务管

理提供坚强的理论指导。应积极构建

“机关事务管理局 + 专业机构 + 专家队

伍”的工作格局 ；同时，借助机关事

务研究的智力平台，在推进机关事务

管理职能化、标准化、规范化、信息

化等研究的基础上，有机结合我国经

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让研究落地生根，

发挥作用，切实发挥理论对于实践的

指导作用，为保障机关运行、服务高

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单位 ：财政部机关服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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