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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来 西 亚 文 官 制 度 简 介

王士录

产

一
、

马来西亚文官制度的历史背景

马来西亚的文官制度带有许多英国文官制度的烙 印
。

当代马来西亚的文官制度是在殖民

地时代英国人实行的文官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为了弥补管理人员的不足
,

以便有效地进行殖 民统治
, 1 9 1 0年

,

英国殖民当 局 在 马 来

亚实行
“ 任用马来官员方案

” ( , he s o
he m o f o r M a 扭 , 。 ff ic 。 。

,

开始招破马来人 中 的

优秀分子进入文官队伍
,

从事低级技术和管理工作
。

这标志着第一批受英国教育的马来人文

玄的产
、

生
。

“19 1 0年 3 月 30 日生效的
“ 公共事业部们马来人雇用方案

” 规定
,

招聘的马来人文官分为

1一 3 级助理人员
。

招聘 由马来学院 l( h o M al a y C ol l魂吟 院长主持
。

富家子弟都可 以参

加神年” 次的招聘考试
。

考试以笔试和实际操作考试为主
。

考试科目主要有
:

1
、

英语
; 2

、

应用文知识 ; 3
、

打字 ; 4
、

马来语 (作文和翻泽 ) , 5
、

马来亚历史

和地理 ; 6
、

几何学与机械制图 , 7
、

初等代数
、

几何和三角函数
, 8

、

初级 土 地 测 量 ,

9
、

初等法律及程序 ; 10
、

会计和出纳知识
。

任用马来人担任的职务有二
、

三
、

四级殖 民官员
、

车辆检查员
、

高级专员办公室和秘书处

的马来语文书
、

最高法院的马来语翻泽
、

地方法院的马来婚翻泽
、

椰子副检查员
、

一
、

二级

林木护理员
、

土地税助理收税官
、

苏丹的办事员
、

苏丹的秘书
、

县长助理等等
。

此后
,

随着行政机构的 日益扩大和进入文官队伍的马来人日益增多
,

英国殖民当局又先

后于拍 21 年 1月 1 日
、

19 3 0年 7 月 1 日和 J
_

9 3 8年 1月 1日兰次公布实施了
“
任用马来官员方

案
” ,

对招聘办法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和调整
,

扩大了马来人的竞争机会和任用范围
。

但是
,

公开考试
,

公平竞争
,

择优录用的基木招聘原则始终未变
。 _ _

L述办法 “ 直持续到 19 57年马来

西亚独立前夕
。

_

值得注意的是
,

独立前马来西亚文官的工作主要是维护法律和秩序以及税收
,

其次是农

村地区的发展工作
。

独立后
,

农村的作用 日益扩大
,

文官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大
。

文官

工作重点逐渐从维持治安和税收转向促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

国蒙社会经济的爱展也促进

了文官队伍的 日益扩大
。

19 6了年
,

马来联邦解散
,

马来西亚正式建立后
,

国家各方面人才短

缺的现象十分突出
,

选拔和培养
’

各级管理和技术人才的任务被摆在头等重要收位置
。

为此
,

一些专业人事管理机构逐渐组建起来
。

马来西亚的文官队伍 日益向正规 化
、

专 业 化
、

制 度

化和法律化迈进
。

_

马来西亚文官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革
。

19 5理年
,

负责国家人事问题的联邦编

制局从财政部分离出来
,

成为一个独立的中央人事机构
。

19 7 0年
,

联邦编制局升格为联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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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业部
。

在公共琳业委员会尚未组建完成时
,

公共事业部既负责制定有关文官制度的各种

法令
、

法规和条例
,

也负责 国家公务员的职业发展培训以及招聘和任命某类文官
。

19 伪年 2

月
,

当公共事业委员会的能力提高时
,

文官招聘权便交给了公共事业委员会
。

马来西亚现代义澎制度匆祛律基础是 ;络来西葬宪法
,

而宪贫井
1
关于文

J

馨翘度的精神又在

公共事业部烦布的下列法律
、

法令和法规中具体体现出来
:

1
、

1 9 69年公布的关于公务员纪律条例的规定

2
、

1 9 7 3年 5 月 1 日公布的关于公务员的任命和晋升的规定

3
、

9J 74 年 6 月 1 日公布的关于公务员任职和津贴的规定

4
、

19 7 4年 6 月 1 日公布的关于公务员退休的规定

5
、

19 7 4年 2 月 1 日公布的关于公务员住房的规定

6
、

19 7 4年 3 月 l 日公布的关于公务员医疗保健的规定

7
、

19 7 4年 2 月 1 日公布的关于工作时间和加班的规定

二
、

马来西亚文官制度的基本结构

在马来西亚
,

国家机关工作 人 员 不 叫 “ 文 官
”

( iC vi l S er va 川 )
,

而 叫
“
公 务 员

”

( uP lb 沁 se vr an o
。

而且这两个词所包括的范围也不 同
。 “ 公务员

”
一词比西方 国家所 使

用的 “
文官

” 一词所包括的范围要大
。

它既包括在联邦政府
、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机构
、

司法

部门
、

铁路部门
、

教育部门任职的政务官和事务官
,

也包括警察和在军队中任职的现役军官

和士兵
。

但是
,

一般来说
,

在政府机构任职的
“
文职公务员

” 即文官与军人又属于两个不同

的组织管理体系
。

截止 19 7 8年
,

马来西亚各类文官的总数为4 0 5
,

16 4人
。

从人 口比例来看
,

这是一支数 目

庞大的文官队伍
。

这支文官队伍
,

按其从属关系
,

又分为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联邦文官
、

由 各 州 自 己管理的州级文官和地方文官
。

联邦文官主要包括在下列部门任职的工作人员
:

l
、

由联邦政府直接管理的联邦政府各部的管理人员和外交官玉
.

2
、

由联邦政府直接管理的工程
、

医疗
、

司法
、

科研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
;

3
、

联邦政府管理的企业的管理人员
。

州级文官包括 由各州政府直接管理的各级政务官和事务官
。

地方文官包括在县以下地方政府机构从事各种工作的人员
。

19 7 7和 19 7 8年
,

马来西亚三级文官的统

计数字如右表所示
:

马来西亚文官结构衰

年度
}
联部、 文到州级文官 ,

地方文官 } 总 数

三
、

马来西亚文官制度中的权力机构

马来西亚文官制度中的最高权力机构是

公共事业部 ( l h
e p u b l i e S e r v i c e D e p “ r t

-

,。 7 7}
: 。 4

,

6 4 8 { 5 8
,

5 5。

19 7 8 } 3 19 , G7 2 6 0 , 2 4 0

竺4
,

’ 0 9

}
3 7 7 ,

几

` 3 9

2 5 , 2 5 2
}
4 0 5 · ` 6 4

m en 协 和下列 5 个部门委员会
:

公共事业委员会
、

司法人员委员会
、
教学人员委员会

、

铁路

员工委员会和警察委员会
。

但是
,

真正的决策机构却是公共事业部
。

它与公共事业委员会的

关系是
:

它是决策机构
,

公 典事业委员会则是执行机构
。

(一 ) 公共享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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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部是 19 7 0年在联邦编制局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
。

它的总任务是 f拟定加监督执

行有关政策以保证文官队伍有效地担负起执行国家各项政策的责任
。 ’

其具体任务可归纳为两

项
:

1
、

解决有关文官部门的组织
、

工作和管理
「

的问题
, 2

、

解决有关文官个人的向题
。

公共事业部由总局长领导
,

总局长直接对内阁总理
、

负责
。

作为文省
,

一

总局长的职务比政

府首席秘书低一级
。

他得到两位局长助理的协助
:

一个主管培训
,

另气个主管晋东
份

纪律
、

编制
、

工资和退休金等事务
,

下设 8 个处
、

所
,

每个处由一 名处长领导
。 ’

关午公共事亚部的

组织结构
,

请参考下图
。

1
、

局长 主要职责是主持部内全盘工 马来西亚公共事显巍
织乌病示愁图

作
;
向总理汇报有关文官制度的情况

;
提出

有关文官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并贯彻执行

总理的指示
。

2
、

局长助理 局长助理有二人
,

其主

要职责是协助局长处理部内 日 常事 务
。

其

中
,

一名局长助理主管文官的培训
、

档案等

条例和规定的拟定和贯彻
,

另一名局长助理

主管文官的编制
、

工资
、

退休
、

上诉等条例

和规定的拟定和贯彻执行
。

3
、

编制处 负责制定有关文官的岗位

设置
、

招聘
、

晋升
、

任职
、

退休等条例和规

定并监督执行之
。

总 局 长

商
一

畏筋诬 { }
(主管培秒,! ) { 1

— 1一—

卜高下谕二蔺习
坚丝鲤{兰进竺 }

赢渗夏警暴蔚磷i
一 :

L
,

l

丁 , 一份万一 -布一
一工

~

升布一一
铆砂声回)巫亚}]诬…{画 {

沙

4
、

工资处 负责制定并监督执行关于文官的工资方案
、 、

津贴
、

福利特遇和加班等方

面的政策规定
。 ’ 卜 ’

5
、

工作处 负责制定和执行有关文官的工作条件和纪律等方面的条例和条今
。

’

6
、

退休金处 负责制定联邦级
、

州级和地方级文官的退休金和补贴的规定并监督执行

之
。

7
、

培训和职业发展处 负责制定文官的培训和职业发展政策并监督执行之
。

8
、

投诉处 负责制定文官队伍中组织与组织
、

组织与个人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投诉案

例的有关条例并受理上诉
。

9
、

中央人事档案局 卜负责编制并保存每个文官的人事档案材料
。

10
、

全国公共管理学院 负责研究由主管部门和主管人下达的关于文官制度改革和发展

中出现的问题的课题
。

自 19 7 3年建立 以来
,

已经先后组织了 2 5
,

1 17 人对 1 , 37 2个课题进 行 研

究
。

这些谋题涉及人事与财政管理
、

管理科学
、

农业
、

土地
、

地方和工业发展管理二城市管

理与地方政府等众多学科
。

一

(二 ) 部门委员会

如上所述
,

公共事业部是马来西亚文官制度中的最高决策机构
,

部门委员会则是执行政

策的机构
。

根据宪法第 l1t 4 ( 1 ) 条的规定
,

每个部门委员会负责本部门文官的招聘
、

任命
、

安置
、

晋升
、

调动和纪律控制
。

每个部门委员会的组成与公共事业委员会相似
:

由总理提名 1 名主席
,

1 名副主席和 4

一 12 名委员组成
。

他们都必须经 国王批准
。

而月
,

这些部门委员会的委员可以交叉担任
,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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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司法委员会的两名委员被明确规定 1 人担任公共事业委员会的主 品 1人为委员
,
而公

共事业委员会的秘书同时也是司法委员会的秘书
。

以公共事业委员会为例
,

其组织结构如右下图所示
:

公共事业部和公共事业委员会的关系并

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

它们是 同 一 级 别

的
,

都直接归总理办公室领导
,

对总理负责
。

公共事业委员会组织结构示意周

} 主 席
_ _

_
_

几

胆
、

骨产西邓乒官如管理荆度

马来西亚文官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

(一 ) 分类

根据 1 9 6 7年公布实施的一个方案
,

马来

西亚文官基本上是按职位分类的
,

所有文官

按其学历
、

职业 (职务 ) 和工资等级
,

被 划

分成下列四大类
:

A 类
:

行政官和高级专业人员系列
,

月

工资在认 2 50 马元以上者
。

B 类
:

管理人员和中级专业人员系列
,

月工资在 7 00 一 12 5 0马元者
。

C 类
:

办事员和技术 人员系列
,

月工资

在 2 50 一7 0 0马元者
。

- - - - -

一一!一
昌}j 主 席

管理处 } } 财务处

秘 书 处

}

!

招聘办
公室

晋升办
公室

纪检办
公室

1

工作协调
{ 办公室

D 类
:

工 业与手工业人员系列
,

月工资在 25 0马元以下者
。

上述四大系列中
,

每一系列又包括若千级别
。

A 类文官主耍服务于联邦管理与外交部门
、

公共工程部门
、

医疗卫生部门
、

司法部门
、

高等教 育和科研部门
。

B 类文官主要指政府机构的中级管理人员
、

税务官员
、

交通运输部门的管理人员
、

注册

人员
、

农业技术助理人员
、

工程技术助理人员等
。

C 类文官和 D 类文官主要指办事员
、

打字员
、

初级技术人员
、

勤杂人员和司机等等
。

马来西亚文官分类衰 ( 按职务列系划分 )

ǐ
J

J l
l

J!

年 度 !
\ 类

!
B 类 ’ 。 `

19 7 7 2 0 99 ? 2 J 5 9 ) 1 3 2 6手3

,
}
总 数

1 9 9 2 2 0 ! 3 7 7 3 4 9

1 9 7 8 2
一

尘9飞9 2 3 9 8 5 不 1 3 6 5 9 2 1 2 5 5 3 40 5 16 4

如果按其正式
、

非正式等身份来划分
,

马来西亚文官又分为试用期文官
、

正式文官
、

临

时工
、

合同工和其他等
。 1 9 77 年和 1 9 7 8年的情况参见下表

:



鸟来西亚文官分类表 (按身份划分 )

一

牢夏
一

确石夏奢
一

豆
一

又夏誉
一

` ’

{
’ 一

蔺
一

砰
一

王一 {
一

’
`

如三
一

`

其 他
,

蓉 数
`

~

一一尸一尸钾

一气一
一一一份 t 卜一一一

甘 灿. . .
`
. 州 . , 胡d 已

飞 誉

1 9 7 7 1 7 3 C 9 只2 2 3 9 0 不
一

{
一

二一 只9 5 5

1 9 7 8
.

5 9 2 3 0 3 2 8 0 2 4 1 1 5 8 2 7 2 1 5 5 8 9

事7 7 3 4 9

4 Q5 16 4

尹

(二 ) 招聘和选拔

马来西亚现行文官的招聘采取公开考试
,

公平竞争
,

择优录用的办法
。

但是
,

考试根据

应试者的学历背景分为四大类
:

初中学历应试者
,

高中学历应试者
,

专科学厉应试者
,

大学

本科学历应试者
。

这四级学历资格也是文官 A
、

B
、

C
、

D 四大类的反映
,

即 A 类文官必 须 是

本科以上学历者
, B类文官必须是专科学历者

,
C类文官必须是高中学历者

, D类文官必须是

初中学历者
。

几乎所有各部门各类文官的招聘考试都由公共事业委员会统一主持
。

(三 ) 试用期制度
-

马来西亚实行严格的文官试用期制度
。

试用期长短各部门
,

各级文官不尽相同
。

试用期

结束时
,

除由主管部门对试用者进行综合评估外
,

还必须进行笔试
。

成绩不合格者
,

不能转

为正式文官
。

在这种情况下
,

可能会延长其试用期
。

如果在试用期被证明不能胜任文官工作

或有违法违纪行为
,

这位试用者将被辞退
。

「

一 (四 ) 培训
’

在马来西亚
,

培训被认为是文官取得任职资格和提高业务素质的重要手段
。

公共事业部

的培训和职业发展处负责制定有关文官培训的条例
、

条令和规定
,

并监督各部门委员会遵照

执行
。

它还对在校学生发放各种奖学金和培训费
,

让他们在国内和国外有关学校接受培训
。

奖

学金和培训费获得者学成后不必通过招聘考试
,

凭其资格可以直接被任命到各级机构任职
。

一般来说
,

马来西亚文官的培训分为上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
。

上岗前培训在于让候选人

先获得任职资格
,

然后再任命到文官岗位
_

L任职
。

它采取对合格候选人提供奖学金的办法
,

让他们到国内外的大学学 习
。

在职培训则是短期的职业培训
,

目的在于提高在职文官的业务

素质
。

一
二 二

一
’ -

-
一

几
一 …

-

在对文官培讥的过程中
,

全国管理学院发挥重要作角
。

由它培训的文官有行政官员
、

专

业技术人员以及军队中从事计划
、

政策分析
、

管理的军官
。

另外
,

像马来西亚大学那样的综

合大学也承担对文官的培训任务
。

公共事业部对各类文官的培训课程都作了 明确的安排
:

一 _

l
、

行政管理类文官的培训课程是
:

行政管理与公共政策
、

发展管理
、

行为科学与组织

发展
、

人事管理
、

税务管理与公共财务及财务管理
。

2
、

经济管理类文官的结训课程是
:

经济学与经济发展
、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
、

实用与

分析经济学
、

运输经济学
、

统计学
、

工业发展
。

3
、

商业管理类文官的培训课程是
:

财务与会计学
、

市场经济学
、

国际商业研究
、

商业

政策
。

4
、

城市
、

地区管理类文官的培训课程是
:
城市研究与城镇计 创

、

城市与
.

地区规划
、

地

斌 方政府
。

’



5
、

社会管理与计划类文官的培训课程是
:

卫生与医院管理
、

劳动与人力计 tI l
、

教育管

理
、

住房与居住地发展
、

环境研究
。

6
、

安全与战略研究类文官的培训课程是
:

战争研究
、

战略研究等等
。

(五 ) 晋升

马来西亚文官的晋升以其学历
、

资历和实绩为基础
,

综合考虑
。

A类文官的晋升权在全

国A 类文官晋升委员会
。

该委员会由内阁首席秘书
、

公共事业部总局长和财政部秘书长组成
。

B
、

c
、

D三类文官的晋 升由各部和部门自己的晋升委员会作出决定
,

然后经财政部批准
。

晋升候选人除具备所规定的学历
、

资历条件外
,

还必须表明有一定的才能
。

其才能通过

以下三条来衡量
:

( 1) 能否胜任本职工作 ? 是否有潜力
, ( 2 )工作效率如何 , ( 3 )是否有一

个文官所应有的思想品德
。

这主要是凭
“
年度工作鉴定

” 和 “ 特别信任报告
”
来决定的

。

心六 ) 调动

马来西亚文官在任职期可以调动工作
。

调动一般有 四种类型
:

l
、

同一部门内普通文官的调动
。

这主要是为了扩大文官的任职经历
,

以便使其有从事

几种工作的能力
。

2
、

临时抽调
。

根据需要临时抽调文官到联邦或州政府部门任职
。

3
、

跨地区
、

跨部门的正式调动
。

根据宪法第玲 4条的规定
,

可从联邦政府机构调 到 州

政府机构
,

或从一个州政府机构调到另一个 州政府机构任职
。

4
、

借调
。

即从联邦政府机构或州政府机构暂时借调到公共企业
、

私人企业或国际组织

任职
。

由于国内公共企业的激增和行政及经济管理人才的缺乏
,

借调成了公司和商号人才的

重要来源
。

借调通常要签订合同
,

一般为 2 一 5 年
。

借调者在借调期间由借调单位支付工资

及津贴
,

一般得到比原工资高一级的工资待遇
。

一

(七 ) 工资和津贴

马来西亚文官享受 良好的经济待遇
。

据认为
,

马来西亚文官的工资在亚洲国家中是最高

的
。

马来西亚文官的工资是以其学历为基础的
,

受教育越多
,

工资就越高
。

19 7 8年的工资方

案说明了这一点
。

马来西亚文官学历与工资对应表 ( 1 9 78年 ) 单位
:

马来西亚元

学 历 工 资 级 别

1
、

硕 士 9 2 5 X 6 0 一 1 0理5 / 1 1 6 5 X 6 0 一 1 4 0 5 / 1 5 2 5 X 6 0 一 1 7 0 5 X I O0 一 2 2 0 5

2
、

学 士
一

8 0 5 火 6 0 一 9 2 5 / 1 0 4 5 x 6 0 一 1 2 5 5 / 1 4 0 5义 6 0 一 1 7 0 5 又 1 0 0 一 2 0 0 5

3
、

专科毕业 e 45 又 4 0 一 7 2 5 / 7 6 5 丫 4 0一 1 0 0 5 / 1 0 8 义 4 0 一 1 2 8 5 火 6 0 一 1理0 5

4
、

高中毕业 4 8 5 丫 鑫。 一 5 6 5 / 6 0 5 只 4 0一 9 2 5 / 1 0 0 5 X 4 0 一 1 2 0 5

5
、

初 中毕业 2 9 5 只 2 5 一 3 4 5 / 3 7 0 火 2 5 一 6咬5 咬 3 0一 7 0 5 / 7 6 5 又 4 0 一 9 2 5

6
、

小学毕业
’

2 3 5 x 1 5 一 2 6 5 / 2 8 0 只 1 5一 3 8 5 义 2 0一 刊 5 /
`

! 9 5 火 2 5一 5 9 5

7
、

初等教育以下 1 9 5 、 l() 一 26 5 \ 1 5 一 29 5

米 19 7 8年时
,

l 美元 一 2
.

19 3 8马来西亚元
。

毕 0



除基本工资外
,

马来西亚文官们还享受各种津贴
。

这 些津贴有
:

房租补贴
、

医疗补助等

等
。

按规定
, 1 9 7 0年以前任命的 A 类文官在工作满 10 年后可以免费带配偶 到国外旅游一次

。

另外
,

财政部还向文官提供低息贷款
,

用以购买私营公司建造的 住房
。

( /又) 对文官的纪律约束

马来西亚宪法在规定文官职务常任
,

非过失不得解雇的同时
,

也强调对文官 的 纪 律 约

束
。

根据宪法精神制定的关于文官纪律约束的各种条例对文官的违纪行为的处罚作了种利
”
规

定
。

一般处罚有批评教育
、

调离本职工作
、

降职
、

降薪
、

开除等
。

凡属乍列文官
,

将作为违

纪行为而受到处罚
:

1
、

不忠于国王
、

政府和国家者
; 2

、

利用官职谋取私利者
; 3

、

损公

肥私者 ; 4
、

损害文官的良好形象者
; 5

、

工作效率低下以及道德品质不好者
; 6

、

不诚实

者 ;
7

、

工作不负责任者
。

公共事业部王乏榨爹执行纪律监督和受理上诉的机构
。

文官们对所受到的违纪处 罚 如 有 不

服
,

可以逐级上诉
。

(九 ) 反贪污措施

马来西亚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政府的廉政建设
,

迄今 已建立了一套监督文官为政清廉
,

惩

办文官贪污受贿行为的监督
、

举报和查处机构
。

政府公布的反贪污法案对于文官的贪污受贿案

的查处作了严格规定
。

但是
,

由于各社会集团利益冲突的加剧和政府机关中官僚主义作风的

滋长
, “

反贪污法
” 的执行不力

,

某些规定甚至被置若周闻
,

文官的贪污腐败现 象 十 分 突

出
。

人民对某些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的抱怨越来越强烈
。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马来西亚

政府的重视
,

各种减少文官贪污受贿发案率的措施已经和正在采取
。

浏 (十 ) 人才开发计划

公共事业部和各部门委员会每年都要制定年度计划
,

在对各种统计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文官队伍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

这主要包括按级别
、

年龄
、

学历对文官进行分门别

类的统计
,

充分了解文官队伍的结构
,

对文官队伍的发展作出近期和长远预测
,

同时也要对

下年度各级各类文官的减员和增员数额作出计划
。

主要参考书
:

K h a : n o r T o h a n : T h e E m e r g e n e e o f zh e M o d e r n
M

a l a y A d m 至n i : * r a 龙i v e E l
z友e ,

N e w y o r k
,

O x f 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9 8 4
.

A m a r a R a k : a : a t a y a a n d H e i n r i e h S丘e d e n t o P f (
e d i t e d ) : A 、 i a n C

, v i l S e x v 主e e : :

D e v e l o p m e n l s a n d T r e n d s , K u a l a l u m p u r , 19 5 0
.

R
·

S
·

M i l n e : P o l i t三e s a n d G o v e r n m e n t i n M a l a y s亏a
, K u a l a l u m p u r , 19 7 7

。

A r e a H a n d b o o k f o r M a l a y s i a
, T h i r d e d i t i o n p u b l i : h e d A m e r i e a n ,

W a s h i n g t o n ,

1 9 7 7
。

S
·

W
·

Jo n e s : F u b l i e A d m in i s飞r a l i o n in M a l a y a
( L

o n d o : : R o y a l In o t i i u工e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f f a i r s , 19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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