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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需要不断加强基层干部的行政伦理建设,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

的重要桥梁,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执行者,其行政行为关系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行政伦理是基层干部

正确使用职权的前提,党的十九大以来加强基层干部伦理道德建设,强调基层干部树立“人民为中心”价

值理念,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但是当前广大乡村基层干部的行政伦理建设存在困境,需要加强

服务伦理教育,培育行政伦理人格,完善伦理激励制度,不断端正基层干部的工作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取

向,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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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of grassroots cadres, who are an important bridge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nd the people, and are the executor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ir administrative behaviors 

are related to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 have strengthened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cadres, emphasized that 

grassroots cadres should establish the value concept of "people-centered",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boos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t present, there is a dilemm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for grassroots cadres in rural area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service ethics education, cultivate 

administrative ethics personality, improve the ethical incentive system, constantly correct the work attitude 

of grassroots cadres, establish a correct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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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成效显著,一方面农村经济

快速提升,美丽乡村涌现,农民收入水平、生活质量切实提高。

另一方面农村基层社会稳定和谐,基层治理组织不断完善,乡村

治理体系实现有效创新。其中基层干部则是推进乡村振兴,实现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培养服务人民、廉洁奉公的基层

干部是加强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途径。在干部问责制度、干部

权力监督制度不断完善的基层治理情况下,面对高标准严要求

的行政准则,部分基层干部仍然出现了服务担当意识缺失、“微

腐败”等问题,阻碍了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一步发

展。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和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来源,

对于政治结构和政府治理模式,人民群众会对其做出道德评判。

基层现代化治理更加强调伦理的合法性,在费孝通的《乡土中

国》中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是一种礼俗社会,宗法

以及伦理观念对基层治理起着重要的作用。”[1]因此针对基层干

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求真务实,为民服务等伦理价值理念丢

失的问题,从基层干部行政伦理建设上探究问题原因,寻求解决

对策成为必然的路径选择。 

1 乡村振兴中推进基层干部行政伦理建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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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伦理,一般指的就是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进行

价值判断时所依据的行为标准,它是维持行政管理活动参与者

之间合理和正当关系的原则和规范。学者丁煌将行政伦理定义

为一种行政人员需要遵守的道德规范。实际的行政工作过程中,

行政人员因为自身“社会人”和“自利人”等角色会产生行政

伦理选择,在这种困境与冲突中,行政伦理可以为行政人员的正

确抉择提供内在指导作用。基层干部作为行政主体,其行政行为

的道德规范程度影响了其行政行为的正确抉择。具体讲,乡村振

兴中推进基层干部责任伦理建设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1.1基层干部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执行者 

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基层干部是指在政府

组织中从事基层工作的干部人员。他们是政府系统中最接近基

层的一线工作人员,直接负责协调和推进基层工作,与民众密切

联系,履行政府职能,为基层群众提供服务。农村基层干部则是

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是带领基层群众推进乡

村振兴的力量源泉。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基层干部

建设,广大基层干部坚守自己的岗位,为民服务,赢得了基层群

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基层干部具体从制定乡村振兴规划、

推动农业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社会服

务和公共服务提升、加强乡村治理和社区建设、宣传乡村振兴

政策和成果等多个方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展。因此加强农

村基层干部行政道德伦理建设,可以有效提高干部治理能力、治

理水平,从而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2行政伦理是基层干部正确行使职权的前提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应遵循的道

德准则与规范,其主要包括民主、公正、廉洁、务实、诚信以及

仁爱等方面的内容。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当行政人员面临多重

价值与公共责任冲突选择时,往往使其陷入价值选择和责任伦

理的困境。”[2]在人情社会的大环境下,基层“微腐败”的现象

时有发生,基层干部压力大且薪酬较低,不可避免会因一己之私

选择用所掌握的公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这必定会在侵

犯公共利益的同时导致相关行政伦理失范的行为出现。基层干

部作为国家行政人员,在遵守法律的基本条件下,其行政行为也

应遵循公共利益这一价值取向和原则,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个

人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在道德与利益、利益

与利益发生冲突时,公共性动机应排在自利性动机之上,做出符

合行政伦理精神诉求的行为选择。总之,基层干部需要有符合道

德责任的行政伦理。 

1.3加强基层干部行政伦理助推乡村振兴 

伦理和治理是当代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体两面性,行政伦理

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底蕴,而社会治理是行政伦理的具体实现,

两者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基层干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培养尽职履责、担当作为的基层干部是

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重要途径。[3]与此同时,乡村振兴背景下的

现代基层治理建设就是摆脱利己主义而为大多数公众利益着想

的治理体系的变革,为民服务是基层治理的伦理价值旨归,因此,

基层地区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伦理价值,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

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汇集群众意愿,将基层政府组织与人民群

众紧密相连的关系不断扎紧筑牢。努力使各项方针、政策伫立

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基层干部同人民群众同命运共

呼吸,围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各项具体要求上,加快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故通过加强基层

干部行政伦理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成为题

中应有之义。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干部行政伦理建设的现实

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

在我国长期的有关基层治理模式的探索中,现代乡村治理格局

已初步成形,治理效果显著,如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公平与正义

价值得到彰显。但在取得成效的同时,《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指出“政府工作存在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

仍较突出,一些改革发展举措落实不到位。有的干部缺乏担当实

干精神,消极避责、做表面文章。一些领域腐败问题仍然多发。”

具体到农村基层,则表现为基层干部在行政伦理方面存在着服

务行政伦理理念弱化,基层干部角色伦理冲突,政绩评价不当等

突出问题。 

2.1基层干部的“服务行政”伦理观念弱化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公共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授权,政

府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最大

化,并对公共利益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就是实现公

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4]“为人民服务”是基层干部

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取向,但在其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以政府

为中心,以权力为本位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受到资本主义意

识形态影响,部分领导干部对于自身的道德理性和政治立场产

生了动摇,放弃了勇于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放弃了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人民理念,把为民服务的伦理观念抛之脑后,

出现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不良倾向,服务行政伦理观弱化。

“基层政府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常以决策主体的利益综

合代替社会整体利益,忽视了公众的利益表达,影响了基层治理

的公共性和公正性。”[5]官僚主义、等级制度取代了服务意识与

人民立场,基层干部只关注政策程序的执行而不问行政效率与

结果公正。 

2.2基层干部的“伦理角色”冲突易发 

行政伦理正是指导行政人员在面临角色冲突时做出正确取

舍。是指行政人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在行政行为中会出现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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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冲突的伦理道德价值和现实利益关系中进行选择。。理论上说,

“利益冲突是公共官员的公共职责与其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在冲突中,公共官员的私人利益可能对其承担的公共职责产生

不正当的影响。”[6]因此,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基层干部人员既要

对组织负责,还要对人民负责,一旦两者出现矛盾,那么便可以

理解为职业行政伦理和社会公共伦理产生冲突。基层干部责任

的履行与社会公共职责实现存在一致性,但是实际运行中,基层

的治理目标与公共利益存在冲突,使基层干部陷入职业角色和

社会角色的选择困境。其较重要原因在于行政人员的伦理意识

不足,并且现有基层干部中存在将“经济人”假设代入到政治领

域,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产生“微腐败”,将个人的利益置于公共

利益之上的严重问题。 

2.3基层干部的政绩评价不当 

行政伦理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勤政务实,而务实与否

的依据之一就是政绩。长期以来,基层治理始终把发展经济当作

治理的第一要务,以经济增长作为单一目标,片面的发展观导致

了片面的政绩观,随着全面脱贫工作的顺利完成,基层治理的发

展进入了转型期,“严格繁琐甚至略显僵化的各种考核机制和

‘一票否决制’,使得基层干部疲于应付。通过绩效考核,上级

政府可以用可量化方式监督,规范下级政府政绩,但是由于上级

政府对部分工作的考核过度僵硬化,标准化,忽视了基层的实际

情况,使得效率与公平失衡”。[7]比如相比建立开发区、修公路

等硬指标这类可进行数字化统计的显性政绩易于考核,而看不

见的隐形政绩,往往需要更多精力与时间,但最终的成绩却依旧

很难让人看见。近年来党和国家也在不断完善对领导干部的考

核评价机制,但总的来说,还是没有打破体制内运行有上级考核

的局限,使基层干部不自觉认为权力来自于上级,而非群众的授

予,导致追求上级委派的工作完成效率同维护群众利益的公平

理念失衡。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干部行政伦理建设对策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基层干部的行政伦理建构需要在

加强基层干部人员伦理教育的前提下,从培育行政伦理人格,加

强法律制度伦理等方面入手,切实规范基层干部的行政伦理行

为,促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建设。 

3.1加强基层干部的“服务伦理”教育 

服务行政意识伦理观念弱,是影响基层干部行政伦理建设

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领导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使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使命紧紧扎根于广大党员干部心中,为人民服务的行

政理念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为此须继续加强伦理教育,培养

服务伦理意识。首先,积极培育基层干部人员个体伦理建设,加

强新时代为民服务伦理理念的教育,使得基层干部在学习、教育

中深化对服务伦理理念的认同。其次,开展行政管理知识培训,

加强基层干部的行政能力与服务水平。再次,开展法治意识教育,

通过法律外部的强制力量与服务伦理内部的规训,促进基层干

部树立为民谋利、以民为本、依法行政的伦理意识。最后,在开

展外部学习的同时,广大基层干部应坚持自我教育为主,勇于自

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积极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是党员自我学习提升的重要方法,乡村基层治理现代

化的建设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基层干部,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改

造主观世界,自觉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权力观。 

3.2加强基层干部行政伦理人格培育 

根据行政伦理学原理和社会角色理论,解决由“经济人”和

“社会人”角色带来的伦理困境,应积极培养基层干部高尚的

行政伦理人格,坚持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减少角色冲突,

具体有以下几点措施,首先,建立角色考核机制,对基层干部

是否遵守行政道德伦理、正确履行职务的情况进行考核,对违

反“公共人”角色的行政人员进行规训,惩戒,督促基层干部

提高自身的行政伦理人格。其次,将考核成绩与人员晋升结合,

将忠心为民服务的优秀人员提升到更高职位,更好发挥领导

表率作用,提升服务质量。最后,设立各级独立的行政伦理监

督部门,对违反行政伦理但未触及法律的行为加大监察力度,

同时对监督范围外的盲区,及时查漏补缺,强化基层干部自身

的人格意识。 

3.3完善基层行政人员伦理激励制度 

基层干部是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满足人民利

益的重要主体,其服务的积极性对基层行政工作有重要影响。针

对政绩评价不当,引发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在行政伦理视域下应

尽快完善监督激励制度,“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

立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

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8]通过对基层干部人员的

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调整基层干部的工作心态,催生内在服务

动力。首先,改革僵化的考核机制,合理根据基层情况调整考核

办法,减轻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形成积极的工作心态,提高工

作效率。其次,建立多元主体评价考核体制,畅通人民群众对基

层干部道德与工作评价渠道,容许各类合法社会组织参与监督

评价,有效激发干部的服务意识,增强权由民所授,权为民所谋

的行政伦理理念。最后,加强基层干部心理健康服务,由于基层

干部面临的工作繁多复杂,容易产生职业厌倦,导致情绪抑郁,

严重影响与群众的沟通交流,行政效率低下,因此应完善基层

干部的心理健康纠正与发现机制,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

心理咨询服务,不断增进整个基层行政服务体系心理健康的良

性发展。 

总之,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上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是

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本质上更是基层社会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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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重构,从基层干部角度出发则是行政伦理人民立场的价

值旨归的要求。因此应在加强基层干部伦理教育的前提下,从培

育行政伦理人格,完善伦理激励制度等方面入手,切实规范基层

干部的行政伦理行为,端正干部工作态度,促进乡村振兴,基层

现代化治理的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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