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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概述一、行政效率的含义与特点1．行政效率的含义（1

）对行政效率的含义几种理解其一，机械效率观。这种观点

把人力、经费、时间看做是决定行政效率的三大要素。产出

与投入、收入与支出、成果与成本之间的比率成为检验和衡

量行政效率高低的最高标准。用公式表示为： 这说明，凡是

以一定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社会效果，或在取得一定的社会效

果下花费最小的消耗，效率就高；反之，效率则低。机械效

率观是一种基本的效测验标准，它把行政管理中的人力、财

力、物力、时间和信息的投入与消耗以明确的百分比关系表

现出来。其二，功能效率观。功能效率观是把价值工程分析

方法引进行政管理的结果，反映行政管理所产生的社会功能

的程度。社会功能的高低成为衡量行政效率高低的尺度。用

公式表示为：功能效率观的行政效率，首先强调的是行政效

果与行政目的之间质的对比关系，其次才是行政耗费与社会

功能之间量的对比关系；前者是目的方向问题，后者是功能

大小问题。这种质的规定性表明行政效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综合指标。其三，系统效率观。该观点认为行政效率是整体

效率、系统效率。这种整体效果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功能

与价值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它的效率原则是以最少

的劳动力和费用获得最大的效果，取得整体最优化。（2）行

政效率的基本概念借鉴以上几种观点，可以将行政效率理解

为：行政效率是在行政管理中投入的工作量与所获得的行政



效果之间的比率，是人们在单位时间内和空间内开展行政活

动，获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社会效果。简言之，行

政效率是效果与消耗之比。效果是指有形的社会效果和无形

的社会效果；消耗是指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综合消耗

。可从两方面来把握这一定义：第一，行政效率的高低有一

定的数量比例，可以作定量分析和对比。行政效率的数量比

例表现在时效上，就是能否以最短的时间实现预定的目标，

还表现在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消耗上。行政效率量的要求就

是力求以最少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的消耗，取得尽可

能大的效果。第二，行政效率有质的规定性，可以作定性分

析，它通常表现在社会效益上。行政效率应把行政结果的质

量即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以最少的

投入取得最大的成果。因此，行政效率是指在保证政府活动

目标方向正确，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的前提下，行政活动

投入的工作量与获得的行政效果之间的比率。行政效率是行

政学的核心问题，也是行政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2．行政效

率的特点 （1）方向性。这是指要把行政效率与行政效果、

行政效能、行政效益综合起来把握。行政管理活动结果进入

评价过程即行政效果，其中除行政效率外，还有行政效能与

行政效益。评价与测定效率，必须以行政管理活动方向正确

为前提，即必须符合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要求，并给社会带

来积极的成果。如果行政管理偏离了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要

求，违背国家政策和法律，给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那么，

谈论效率就毫无意义。（2）关联性。这是指效率与效能、效

益是密切相关的。行政效能是指行政组织实现预期目的的适

应性能力，是对行政组织功能的评价。行政效能的高低取决



于组织结构、领导才能、决策质量、人员素质、技术装备等

因素。行政效益主要是看它对社会有益影响的大小，给社会

带来福利的多少。而行政效率则是关于效果与消耗即行政产

出与行政投入的关系。效率的实现以一定效能为基础，评价

效率又要以对效益的肯定为前提。（3）社会价值性。在行政

管理中，效率永远不能脱离社会价值因素，成为中性的东西

。因为行政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用金钱或时间的耗费来度量，但行政产出的价值往往无法用

同样的尺度来衡量。衡量行政管理活动的成果，只能通过确

定这些成果与总体行政目标的联系来完成。在具体行政活动

成果与总体行政目标之间，往往没有直接有同质可比性，只

有借助社会价值判断，才能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所以，社

会价值体系对行政效率的评估和测定有重要影响。（4）相对

性。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产出和投入很少能用可比单位来衡

量，即使衡量标准可比，也没有什么守恒定律可以用来限制

产出不超过投入。行政效率很难验证也没有必要普遍化为绝

对的百分比。测定行政效率一般只要求在几个备选方案或几

项同类行政管理活动之间，比较效率的相对高低。因此，行

政学所处理的，总是相对效率问题。3．行政效率在行政学研

究中的历史演变（1）传统行政学理论关于行政效率的基本观

点美国公共行政自威尔逊以来，一直视效率为其追求的终极

目标。因而国内有人把效率作为美国公共行政管理主义范式

的主要价值取向。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

示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以及政府怎样才

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与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

去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怀特指出，公共行政的目的，就是



在官员和雇员的处置下，对各种资源加以最有效能地利用，

使公共计划得以最迅速、最经济、最圆满地完成。古利克曾

说，行政科学中，无论是公或私，基本的善就是效率。作为

传统公共行政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效率原则

对公共行政的影响不亚于早期公共行政学者。由于效率价值

观在资本主义国家私营管理中的独特地位，使得古典管理理

论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效率至上的烙印。泰罗管理理论之所以

被冠以“科学”二字，主要是由于他对于效率的研究并把效

率作为基础。泰罗意识到当时美国制造业生产效率低的原因

在于没有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理论。要想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尽

可能大的生产量，“那么工人和经理人员双方最重要的目的

应该是培训和发掘企业中每个工人的才子，使每个人尽他天

赋之所能，干出最高档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高的效

率”，同样，在公共行政理论的另一基础官僚制理论那里，

等级森严的体制之所以被设计出来，乃是为了使行政机关更

有效率地工作。在韦伯看来，上下服从、命令统一本身就是

效率的保障。早期公共行政学者对效率原则的偏爱，并不表

明他们忽视了其他有用的价值因素，在这一点上，后来者包

括西蒙等人都存在误解。威尔逊、韦伯等人，在对待效率与

民主的关系上，都认为二者存在一致性，至少在根本上是不

矛盾的。在《行政之研究》中，威尔逊呼吁，美国应该力求

通过一门新的科学来使它的共和、民主宪政臻于完善。而韦

伯同样认为，官僚体制化和民主化一般具有更加经济的性质

。与此对应，奥斯特罗姆的民主行政理论，并不建立在效率

原则之外，相反，效率是民主行政的核心观点。正如奥氏所

说，公益物品和服务产出的结果的衡量是根据其产出是否符



合效率或其他绩效准则。所以，他关心的虽然是公共政策，

但其分析工具仍是经济理论，对经济、效率和科学的追求始

终是品评公共政策的标准。事实上，在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

，效率与民主、责任、公平等价值取向从来都是交叉存在的

，只是在一定阶段有所侧重而已。围绕这两类不同的价值观

，演变出了公共行政发展史上的管理主义和宪制主义两大范

式。（2）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行政效率20世纪后20年

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建立在现代政治经济

学和私营部门管理方法之上的新理论。从国内外学者描绘的

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看，当代西方国家以新公共管理或管

理主义为定向的政府改革基本可以被定义为追求“三E”

（Economy，Efficien”，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效能

）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与传统公共行政追求效率原则不同

，新公共管理实现由效率优位向绩效优位转移，实际上扩展

了效率的内涵，等同于前面我们分析的由组织、资源效率向

服务效率转换，但不是简单地重复古典管理主义的诉求，而

是根据外界环境的需要改变管理行为方式的新举措。英国学

者E．费利耶（Ewan Felie）曾把新公共管理的效率取向归纳

为“效率驱动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代表了将私人部门

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引入到公共部门的尝试，强调公共部门与

私营部门一样应以提高效率为核心。其实现方式主要有：第

一，灌输强烈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等有关效率问题的理

念；第二，确立明确的目标定向和绩效管理原则；第三，发

展正式的绩效评估方法；第四，以市场为导向，建立顾客需

求应对机制；第五，整合公私两大部门力量，共同提高产品

与服务品质；第六，更多授权，更多解制。通过这一系列的



改革，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在应对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

任危机方面重新获得了自信。西方各国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

动，大多体现了提高政府绩效的要求。英国是新公共管理运

动的发源地之一，在其指导改革的核心纲领《改变政府管理

：下一步行动方案》中，就提倡采用私营部门有效的管理方

法，以改变公共部门低效率的现状。为此专门在首相办公室

成立一个效率小组，专责效率稽核工作，其负责人由政府聘

请企业家担任。在美国，强大的重塑政府改革运动不仅停留

在理论造势上，由副总统戈尔领导成立的国家绩效评估委员

会，把目标定为“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后期又

通过《政府绩效与成果法》，作为行政改革的重要法律依据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改革重点是推行民营化，因而在实施

管理主义策略上更加彻底。整个民营化工作以提高绩效为目

标，通过解除管制、引入合同制和向市场转移等方式，使公

共部门面貌焕然一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