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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0_E6_c67_151802.htm 第四章 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 一、

填空题、选择题 1、 韦伯提出的“理想的官僚制”理论是行

政学发展史中重要的里程碑，为此，韦伯被誉为“组织理论

之父”。 2、 韦伯现代理论的核心是官僚制理论，他认为行

政管理体系向官僚科层制发展的程度，给现代化政府提供了

决定性的尺度。 3、 官僚制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社

会、历史和经济为前提。 4、 韦伯认为，货币经济对于官僚

制产生及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5、 韦伯发现，官僚制的行政

管理职能发生在属于法理型统治的理性国家。 6、 官僚制主

要是指在知识的基础上，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一种科学、理

性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 7、 官僚等级制的显著特点是专业

分工。 8、 明确的程序、规章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个

人的主观因素。 9、 现代官僚制区别于传统家长制与世袭制

的重要特征是训练有素、专业精深的行政官员。 10、 理想的

官僚体制是通过等级结构进行控制和管理的。 11、 等级结构

体系是完全按照专业化的标准加以确定的。 12、 传统统治最

为普遍的形式是世袭制。 13、 个人魅力统治是一种以人格取

向的权威，法理型统治则是一种制度取向的权威。 二、 名词

解释 1、 官僚制：就是建立于法理型统治基础上的一种现代

社会所特有的、具有专业化功能以及固定规章制度、设科分

层的组织制度和管理形式，是一种理性地设计出来的，以协

调众多个人活动，从而有效地完成大规模管理工作，实现以

组织目标为功能的合理等级制组织。 2、 传统型统治：如果



一种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遗传下来的(历史就存在的)制度

和统治权力的神圣的基础之上，并且也被相信是这样的，那

么这种统治就是传统型的。 3、 个人魅力型统治：个人魅力

即“卡里斯马”，在这里用它来表示统治者的人格特征：“

他被认为天分过人，具有超自然的或者超人的、或者特别非

凡的、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或者被视为神灵

差遣的，或者被视为楷模，因此为被视为领袖。它的合法性

基础在于：英雄人物所具有的吸引追随者和信徒们的神力，

以及后者对于前者自愿的服从和虔诚的信仰。 4、 常规化：

个人魅力型统治的结果是：权力要么转变为一种更为传统的

类型，要么开始呈现官僚政治的特征。这些因素都促使产生

于社会激烈动荡和变革过程中的卡里斯马型统治向其他形式

转化，这就是韦伯所称的“常规化”问题。 三、 简答题 1、 

简述官僚制的特征及评价？ 特征：(1)等级制 (2)专业分工 (3)

行政管理档案系统原则 (4)明确的程序、规章和制度 (5)专业

培训 (6)采用固定的薪金及按照资历、政绩晋升 评价： 优点

： (1)组织的严密性 (2)管理的非人格化 (3)技术的稿效率 (4)

统治的知识化 缺点(负面功能)： (1) 官僚组织体系庞大、行动

缓慢，容易造成组织效率低下 (2) 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密切相连

，具有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端。 (3) 现代官僚制同样具有“非理

性”的一面，它不断使人的本质发生异化 2、 法理型权威在

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是什么？ (1) 传统型统治的管理一切均按

照惯例、习俗行事，但是缺乏效率 (2) 个人魅力型统治的管理

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它纯粹依靠信仰和感情而否定理性 (3) 

理想的行政管理体系，即“官僚制”则是以法理型权威为基

础，行政人员的公物行为必须按照理性原则进行，必须合理



、合法，不允许带有任何偏见和私人感情，对所有人都平等

看待，而不管他们的社会等级和个人身份。简言之，它要求

人们服从的不是作为个人的管理者，而是作为一种非人格化

的秩序和规范。 (4) 因此，法理型权威能够充分保持行政管理

的持续性、稳定性和高效率，它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大

规模组织管理不可或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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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