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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作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一项新内容、新模式，越来

越受到各类组织的重视。政府部门急需引入职业生涯管理来激发广大公务员内在

的动力、选拔和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对组织的忠诚度，从而为社会和国家谋取

更多的公共利益。但这方面专门性研究还比较零散，理论深度不够，远远未能满

足现实工作的需求。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试图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探寻符合国税

组织特点的职业生涯管理系统构架。本文运用实证及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

查找国税组织职业生涯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深层次原因，提出构建国

税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系统的思路。 

全文共分五个章：第一章阐述问题提出的背景和现实意义，以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阐述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的相关理论，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税组

织职业生涯管理系统的概念。第三章阐述目前国税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系统内有关

职业通道、晋升机制、能力开发管理、咨询服务等主要子系统存在的问题，每一

部分都力争立足于实践调研，并结合工作经验，认真查找。第四章运用组织系统

管理概念，从管理观念、体制、制度、方法等各个管理层面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

原因。第五章根据国税组织现有的管理基础，提出转变观念实现传统人事向现代

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以职位分类为依托拓展职业通道；以工作分析为

基础改进职业晋升以及职业能力开发系统；以人为本开拓职业咨询服务系统；并

在体制层面提出构建组织健全、职权匹配的管理体制，使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系统

能够在实践中得以落实。 

 

 关键词：国税组织；   职业生涯管理；   系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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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model of moder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career 

management receiv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various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need to introduce career management system to inspire the morale of 

most official, select and train qualified personnel, improve the loyalty to the 

organization, in favor of society and the state. But there is still rare specialized 

research in this area, far failed to meet the needs of practical work.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search a proper frame of career management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national tax bureau,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elevant theory.  

Using empi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of constructing of national tax bureau career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Chapter 1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issues, and describes research method. Chapter 2 

describes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tax bureau career management system on base of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career management system theory. Chapter 3 presents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national tax bureau career management system on career path, 

promotion mechanisms, capacit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consulting services 

etc., with working experience and good research. Chapter 4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problem, using organizational systems management concepts, on the concept, 

system, method-depth of various management levels. Chapter 5 presents the method 

of constructing national tax bureau career management system, including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from traditional one; 

broadening the career path on the base of job classification; improving career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system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working performance; 

developing people-oriented career counseling service system; building a 

well-organized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 National tax bureau organization  Career management  System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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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提出 

税务组织伴随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及社会公共职能分工而成立和发展。1967

年财政部税务总局被撤销，1975 年在李先念主席的关心支持下被恢复，1988 年

国务院公布改革以后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系列，将财政部税务总局升格为国家税务

局，由财政部归口管理，1993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国家税务局改名为国家税务

总局，升格为国务院正部级直属单位。各地方根据中央的机构改革精神，于 80

年代初期分别成立了税务局，于 1994 年分设了国家和地方税务局。 

国税组织的发展反映了我国经济制度、税收制度变迁。如果说早期的税务机

构的成立分设，是适应保证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特别是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职

能，更多地体现为执法组织的话。那么现在的税务组织则具有组织收入、稳定经

济、调节分配等多重职能，已经转变为兼具执法和服务两项职能的特殊公共组织。

要实现这样具有一定对立性的职能，税务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和内部压

力。例如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的高幅度增长，又要保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既要依

法征税应收尽收，又要保护地方经济增长的活力；既要面对纳税人服务需求的日

益多样化，也要面对不法分子偷税骗税手段的日益多样化。税务组织在这些任务

压力中曲折成长，经过这几年的实践，税务组织管理的目标可以归纳为：对内保

证完成财政收入任务、防范执法和廉政风险；对外营造公平纳税环境（打击违法

行为）、提供良好纳税服务。 

为实现这一目标，国税组织这些年在不断深化改革。最主要的有：征管模式

改革，即围绕组织内部执法权力在纵向和横向重新分配的改革；信息化改革，即

围绕纳税信息数值资源收集处理应用等权力重新分配的改革；机构改革，即适应

征管模式信息化建设需要的组织结构改革。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征收效

率，减少的执法和廉政风险，纠正了一些过时错误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但从改革

的效果看，却一定程度上存在偏离组织目标问题，表现为：改革后的组织结构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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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很好地提高效率也不能更多地体现制衡；征收管理以及内部监控环节漏洞很

多；纳税服务的理念和措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等。产生这些问题虽然有改革

措施自身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力资源管理的落后，特别是组织职业生

涯管理的落后，使我们对人的管理和对业务的管理出现了脱节的现象。传统的人

事管理方式把人当成工具而不是资源，忽视个体的发展与需求。个体在组织中显

得茫然无力，看不到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前途，缺乏成就感、归属感、满意感。因

此对于促进组织发展的改革，逐渐采取保守、漠不关心甚至抵触的心理和行为。

管理理论实践都证明缺少组织内个体的认同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会遇到极大的阻

力甚至失败。 

应当说经济社会法治的发展，对国税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落后的组织人力

资源、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已经成为制约国税组织有序发展的瓶颈。如何解决组织

中人员的职业发展困惑，满足其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成为解决组织发展组织管

理关键问题。现代企业应用职业生涯管理实现组织与个人发展的双赢，已经在理

论和实践中得到极大的关注和应用。因此，本文试图应用有关理论对国税组织职

业生涯管理系统的构建，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以期国税组织更好地履行公共职

能，税务组织公务人员能够在职业生涯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实现两者的统一均衡

协调发展。 

第二节 现实意义 

本文从组织的角度对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理论、组织职业生涯管理模型以及

各类组织管理实践等进行了梳理，并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以及对所在单位组织有关

情况的分析，提出税务组织与个体均衡发展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措施方法。

具有如下实践意义：一是转变传统的人事行政管理观念和模式，把职业管理概念

引入人事工作；二是厘清税务组织职业发展的通道；三是通过有效的职业管理，

合理开发利用高素质、高技能、高忠诚度的人才，适应政府、社会、纳税人不断

发展的需求；四是从组织角度找到促进税务组织与个体共同发展的结合点，帮助

组织中的个体提高能力，提供寻找职业成功、职业成就、职业满足的方向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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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五是推进税务组织文化建设，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能够进一步得到推进。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用了一下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通过国内外有关职业生涯管理的书籍，以及中国优秀硕

士博士论文网、中国期刊网、百度等网页搜索有关职业生涯管理、公共部门人力

资源管理等最新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论文。研究职业生涯的理论体系，以及理论

用于指导实践的逻辑。 

（二）比较分析法，通过政府与企业的比较，以及国内政府与国外政府有关

管理问题研究和实践的比较，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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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职业生涯管理理论概述 

第一节 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 

目前人们普遍认识到职业选择和实施仅仅是职业生活的前奏，而职业生涯发

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职业特征、职业需求和发展任务。

从组织职业特定阶段的职业特征、职业需求以及任务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组织

内部的人力资源开发，促进个人进行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实现组织与个人目标的

和谐一致，成为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的重要内容。 

有许多学者对职业阶段理论进行了研究，以 Super、Levinson 、Schein 和

Greenhaus 等学者为代表，他们都已年龄为标志，将一个人可能经历的主要职业

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不同的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特点及发展重点。其中

最负有影响力的是舒伯(Super)的职业阶段理论，他综合许多流派建立起来，发

展出一个诠释职业生涯发展的概念模式，抓住了本质的职业心理属性。但该理论

过于全面、宏观、缺乏可操作性。同时受样本的局限性，对具体的职业管理实践

只能起到借鉴的作用。 

施恩（Schein）的职业发展理论中，提出的中年危机阶段，认为这段时期的

主要任务是：现实地估价自己的才干，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职业抱负以及个人前途，

接受现状或者争取看得见的前途作出具体选择，建立与他人的良师关系。关于中

年期职业发展的研究还有：墨菲和伯克根据大量资料推断出，“普遍的内部经验”

包括自尊的降低，对人生意义的困惑，个人价值观的反思以及因回顾过去生活而

产生的不满意感。认为中年的生涯发展任务应包括：建立新的里程碑，再次控制

个体发展，自我反思，再次控制将来以及自我接受等。戈隆别夫斯基也提出，中

年期职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在 40-50 岁期间回归自我，拒绝或者调适与指导

者的关系，以及成为自我的指导者。还指出，在这个时期，个体的压力和转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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