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课　近代以来中国的官员选拔与管理



目标素养

1.分析晚清选官制度变革的具体史实和选官制度变革的影响,

培养史料实证的素养

2.掌握民国时期不同阶段官员选拔制度的具体史实,理解近代

公务员制度建立的过程和影响,培养历史解释的素养

3.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的

措施和影响,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管理制度是和我国

国情相适应的,培养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的能力



知识概览



一、晚清选官制度的变革

1.科举制度的变化及废止





2.晚清选官制度改革

(1)背景:新政开始后,改革传统选官制度成为共识。清政府

一方面进行官制改革,裁减冗署冗官,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陆

续设农工商部、巡警部、学部等部门,瓦解了传统的　六部　

建制;另一方面对选官制度进行部分更新,规定凡学堂考试合

格毕业者,均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出身,对成绩优秀者进

行殿试后,“酌加擢用,优予官阶”。 



(2)内容。

①学堂选官制度: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

统一全国学制,学堂选官制度由此正式设立。规定自高等小

学以上,毕业考试结果分最优、优、中、下、最下五等,一般

中等以上者都获相应的奖励出身,并被授以官职或得以升学。

奖励出身大致可分为翰林、进士、举人、贡生、生员五级,

依据各级不同情形,分别由官府予以选录。 



②留学毕业生选官制度:清政府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归国留学

生考试,考试结果分最优、优、中三等,分别赐予进士、举人

出身,再分配相应官职。

③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学堂选官、留学毕业生选官一直

是清政府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



二、民国时期的官员选拔制度 















微思考科举制度与文官选拔制度有何不同?

提示:不同:科举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考试制度,它既包括对

文官的选拔,也包括对武官的选拔(如武举);文官制度则属于

人事组织制度,它不仅包括官员的选拔任命,还包括对官员的

考核、奖惩等内容。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











一  科举制废除的原因与影响

【史料一】 这个制度(科举制)在1905年被废除,废除的直接

动因是认为这套制度不再适合新式人才的培养需要。但科举

制被废除以后,清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精英选拔制度

来代替它。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动荡也与此相关。……打响
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是那些青年军官们,他们本来应该在科举

的道路上攀爬,但因为科举制被废除,他们只能进军事学校,并

在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

——许纪霖《废科举引发20世纪中国大变局》



【史料二】 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科举制)也连根

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

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

——钱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



问题探究:

科举制被废除的直接动因是什么?结合史料谈谈科举制的

废除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

提示:直接动因:晚清科举考试制度不适合新式人才的培养,

失去了为清王朝服务的功能。影响:一方面有利于新式教育

的发展,培养新式人才;另一方面,新的选拔制度的缺陷加剧了

政治动荡,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导致民国政治乱象丛生。



核心归纳

科举制废除的原因与影响

(1)原因。

①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开展。

②科举制度自身日趋保守。

③科举制的公平性、平等性受到冲击。

④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



(2)影响。

①积极影响。

a.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发展近代教育,兴办

新式学堂,以培养实用的新式人才。

b.有利于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

的兴起,改变了学生的知识结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整

体素质。

c.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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