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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0_E6_c67_152379.htm 第五章 古立克的行政组织理论 一、 

填空题、选择题 1、 古立克在1935-1937年，和厄威克合作编

辑出版了《行政科学论文集》。该书是美国行政科学发展过

程一个重要标志。 2、 结合的要素之一是把组织内部类似的

任务组合起来。 3、 古立克将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如何具体安

排工作归纳为四个途径：目的、过程、人员和地点。 4、 领

导是通过权威进行协调的关键。 5、 市政研究局成立于1906

年，当年领导班子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和效率，同时也注

意如何教育民众，建立一个负责的、对新问题能及时作出反

应的政府。 6、 古立克把市政研究局称作为效率运动的“发

电厂和思想库”。 7、 市政研究局达到效率的目的，靠的是

两条：一是政府的调查报告；二是公务员培训学校。 8、 古

立克本人的主要兴趣在三方面：公共财政、人事管理和大都

会政府。 9、 大都会政府怎么去管，古立克始终认为，一要

按照职能的各个方面把责任下放给各级政府，二是要依靠那

些和具体问题直接打交道的最小的政府单位。 10、 古立克认

为，都市问题最终解决办法必须是各级政府共同行动。这个

共同行动既包括联邦政府的参与和总统的领导，也要求每一

级政府都认真地处理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务。 11、 古立克提

出了一系列著名理论，在学术和行政部门的杰出贡献证明了

他被誉为“公共行政学的元老”是当之无愧的。 二、 名词解

释 1、 由下而上：古立克注意组织内部的分工和组合，并称

之为“由下而上”的作法，这种作法强调了同一性的原则，



但是它也有缺点，那就是忽视了控制和协调的必要性。 2、 

由上而下：其着眼点在控制和协调，实施这种作法，主要靠

二条：一是建立一个权威结构；二是突出组织的目的。 3、 

正面职业终身制：提拔新人，开诚布公，严格要求，公正对

待。换句话说，政府工作人员要从年轻人里面挑选，从基层

见习干起，逐步熟悉业务。与此同时，把不称职、不胜任的

人员果断淘汰。 4、 POSDCORB：古立克将行政管理人员的

主要职责概括为如今广为流传的“八字方针”，由英文的八

个字母(POSDCORB)代表着行政管理人员应该执行的七项重

要功能，即计划、组织、人员配备、指导、协调、汇报、预

算。 三、 简答题 1、 简述政府的作用？ (1) 在古立克看来，

政府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手段，使往往自私自利、独断专行的

人有可能和睦共处、携手合作。 (2) 政府的运作是为了实现最

大限度的自由而对人们的行为加以控制。 (3) 政府的行为是为

了提供合作性的社区服务，也就是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可以

更好、更经济、更令人满意地完成的活动。 2、 行政改革的

原则？ (1) 相关的工作应安排在同一单位。 (2) 精简部门，多

余重叠的机构或予以取消，或予以合并。 (3) 各具体单位实现

一元化领导，由有能力、懂技术、富经验、敢挑担的人掌舵

。 (4) 有责有权，权责相当。 (5) 一把手要指定专人负责整个

部门的工作鉴定。 (6) 整个部门的每项职能都要指派专人具体

负责。 (7) 削减民选官员的人数 (8) 各种理事会、委员会只有

准立法、准司法的职能，不宜介入行政工作 (9) 整个部门的所

有行政工作必须置于一元化的行政首长领导之下。 (10) 行政

首长必须有权任命、解雇和指挥属下部门主管。 (11) 行政首

长必须有一套研究班子，负责总结汇报，以及探索新的路子



。 简言之，行政部门应该融合成一个整体，组建坚强、能干

的行政领导班子，并配备一位有职有权、能够监督行政全过

程的首席行政官。 3、市政研究局称为“效率运动的发电厂

和思想库”的目的是什么？ (1) 使政府管理更加经济有效 (2) 

推行科学管理 (3) 有建设性地提高政府的透明度 (4) 收集、分

类、解析，并公布所有事实 第六章 福莱特的动态管理管理 一

、 填空题、选择题 1、 新古典时期的时间跨度一般为20世

纪30年代至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期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对人尤

其是团体的人以及行为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梅奥、福莱

特、巴纳德、西蒙、里格斯、麦格雷戈、林德布洛姆、威尔

达夫斯基。 2、 这一时期研究从组织的静态描述转向了研究

动态的组织过程；在方法论上，这一时期的研究从规范方法

转向了实证方法。 3、 福莱特的处女作是在1986年问世的《

众议院议长》。 4、 福莱特的第二本著作是《新国度》，

在1918年发表，书中她提出了群体动力的新概念。 5、 福莱

特的第三本著作是《创造性的经验》，在1924年问世的，全

书的中心思想是群体动力。 6、 群体过程的核心是创造。福

莱特认为，群体过程受到两大原则的影响：即“互相渗透定

律”和“整体学说”。 7、 福莱特认为，解决社会冲突主要

有三个途径，即一方占据上风、互相妥协、整合。她一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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