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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概述一、行政文化的含义行政文化是指在行政实践活动

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

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其核心为行政价值取向。

行政文化的形成、变化和发展，受到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

体系、法律意识、价值观念以及一般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心理

的影响、制约，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些文化现象。行政文化与

其他文化现象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

相互转化的。行政文化具有历史性、阶级性、民族性、变动

性、连续性等特征。二、行政文化的构成1．行政文化的关系

构成任何行政关系均由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组合而成，由于

主客双方在行政关系中的不同地位，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形

态。（1）主体行政文化。主体行政文化是指行政管理过程中

，实际拥有和行使行政权力的个体或组织的行政意识。其核

心是对行政权力性质的确认、维护和使用，它直接决定着特

定行政文化的本质属性与基本特征，是构成特定行政关系的

主导因素。（2）客体行政文化。客体行政文化是指行政管理

过程中，不直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并作为行政管理对象的个

人、群体和组织的行政意识，其核心是对行政主体的行为合

理性的评价，其评价标准会因各自利益的不同而呈现多样性

。当行政客体认为行政主体行为合理时，易与主体形成同一

性的行政文化，相反，则难以形成同一性的行政文化。若行

政主体的行为被行政客体评价为不合理，并长期得不到调整



和改善时，会造成行政文化主客体间的异质性，甚至带来意

识形态的危机。因此，客体行政文化在行政文化的构成中，

虽不居于主导地位，但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2．行政文化

的发生性构成．行政文化的发生一般经过行政心态、行政意

志、行政规范和行政评价等阶段，这些阶段的文化现象是行

政文化发生性构成的基本要素。（1）行政心态。行政心态形

成于行政活动的起始阶段，并随行政活动的展开而不断变化

。行政心态是人们对具体行政活动所持的情绪、感知方式和

态度的总和。行政心态有三个特征：一是产生的自发性、非

理性；二是表现的不稳定性；三是影响的潜在性或内在性。

（2）行政意志。行政意志是人们决心达到某种行政活动目的

而产生的精神状态，是行政心态上升至理性的强化结果。行

政意志的表现形式有行政观念与行政活动中的行为倾向两种

形式，实质上是人作出某一行政行为时在对错之间、善恶之

间、道德与非道德之间实行的选择。因此，行政意志有着强

烈的自主性、目标性，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体现。（3）

行政规范。行政规范作为确定或指导各种行政关系、行政活

动的标准和规则，既是行政意志的最集中体现，也是行政意

志转化为行政实践后的合理性成果。其表现形式既包括成文

规范，也包括行为规范或典范。行政规范的主要特性有三：

一是协调性，二是原则性，三是外在控制性。（4）行政评价

。行政评价是特定意识形态下，人们对社会实际存在或可能

发生的各种行政行为所作的价值判断，以达到去伪存真、扬

善抑恶的目的。行政评价一般分为社会评价与自我评价两种

形式。社会评价主要指社会舆论，其中包括一定社会集团和

阶级有意识、有目的地通过舆论工具所传播的正式社会舆论



，也包括人们自发产生并自然传播的民间舆论。社会舆论在

性质上有进步与落后之分，在作用上有积极与消极之别。自

我评价主要借助于内心信念或主观意志的作用，在评价中，

个体自身既是评价者，又是被评价者。3．行政文化的其他构

成依据行政文化中不同类型的行政意识所处位置、所起作用

的不同，可将行政文化作层次性划分，如行政心理、行政道

德、行政精神构成由较低层次上升至较高层次的层级性行政

文化；依据不同的文化传统，行政文化还有民族性构成；依

据不同的阶级意识形态，可将行政文化的构成作阶级性区分

等。 三、行政文化的作用 行政文化产生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

，并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它一经产生便对社

会政治经济关系起能动的反作用。 1．行政文化的一般功能

（1）引导功能。行政文化使行政系统中的群体有明确的正义

目标，大家同心同德为这一目标努力奋斗。行政文化的内容

具有社会的公共性和示范性。因为所依据的是国家和社会公

认的、共同的道德观念和理想。因此，行政文化的共同原则

和基本精神具有社会普遍性，行政行为具有公共性。又因为

行政系统掌握着一定的社会政治资源和所处的特殊地位，其

行为和风貌不仅为社会大众所关注，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形成巨大的影响，直接对社会大众起示范效应和

导向作用。（2）规范功能。行政文化是以一定的概念、范畴

和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反映并作用于行政过程和行政行为而存

在的。这种规范的特点就在于：以善恶来认识、评价和把握

行政过程中担任行政角色的行政行为，通过外在的舆论评价

和内心信念的体验以及一定的制度约束，形成强大的规范场

，引导和约束行政系统的运行和行政管理者的行政行为，使



行政过程趋于程序化、规范化。（3）维系功能。作为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行政管理者，行政人员的行政

价值取向势必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行政文化使行政系统

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有一种广泛的信任关系，行政文化在行

政主体与行政对象之间形成沟通的桥梁，使上下形成凝聚力

。（4）选择功能。在发生行政行为之前，行政主体总是在一

定行政意识支配下，在不同的价值或善恶冲突之间作出自觉

自愿的抉择，确定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以实现行政目标，并依

据行政文化的价值判断，对行政行为动机进行检查。行政文

化是实际影响行政选择的基本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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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