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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1_E8_A1_8C_E6_c25_21056.htm 行政改革是指政府行政

系统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有意识地对自身的结构、功能和

行政人员的行为方式不断进行调整和改变以谋求行政系统和

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提高行政效能的过程。它包括行

政机构改革，行政职能的转变和合理配置，管理方式和原则

的改革，人事制度的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的调整等。 一

、行政改革的意义 (1）行政改革是政府体系自我完善的主要

方式。 政府体系的自我完善根据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有两种方

式：一是通过政府日常的行政运转机制的逐步完备，如个别

行政机构的增设，行政人员的充实，行政方式和政策的校正

等来实现；二是通过系统的行政改革来实现。行政改革是政

府体系自我完善的主要方式，它通过系统和全面地调整结构

，完善职能，健全制度等手段来完善政府体系。 (2）行政改

革是政府体系克服流弊的主要方法。 任何制度一旦存在久了

，就会产生某些弊病。这也就像一部长期运转的机器，总会

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要不让它彻底报废，就需要经常检修

。一个政府体系存在久了，往往会产生官员腐化、官僚主义

、办事拖拉、互相扯皮、机构和人员扩大以至臃肿、膨胀等

弊病。要克服这些弊病，对官员进行思想教育固然能起到一

定的作用，但更主要更根本的方法则在于通过行政改革不断

地完善和更新制度。 (3）行政改革是实现政府体系新旧模式

转换的根本途径。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政府体系

需要不断地更新。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变革过程中，随着社会



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过渡，政府体系新旧模式的转换更是

势在必行。而实现政府体系新旧模式转换的根本途径就在于

行政改革。由于行政改革谋求的是政府体系有计划、循序渐

进的变革，所以，它可以避免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政府转

轨所造成的激烈的社会震荡和巨大的人、财、物的牺牲。 二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建立

一个能够适应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

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2．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原则 (l）政企分

开原则。 ①政府与企业的社会职责分开；②企业所有权与经

营权的分开；③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的分开

。 (2）精简原则。一是机构自身精简，二是机构的职能配置

要精简。 (3）统一原则。一是地方服从中央，二是局部服从

整体。 (4）效能原则。一是“投入”既定而“产出”最大最

佳，二是“产出”既定而“投人”最小。 3．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新时期的政府职能转变 在新时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

主要目标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 （1）经济调节职能。 ①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创

造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 ②创新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和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③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保证落实“

人世”承诺。 ④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 ⑤加强人

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管理，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 (2）市场监

管职能。 ①健全市场体系，加强市场监督，维护市场秩序。 

②进行公用事业体制改革，克服行业自然垄断。 (3）社会管

理职能。 ①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维持社会安全秩序。 ②全力

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4）公共服务职能。 ①完善



公共行政体制，依法行政监政。 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公共服务水平。 三、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借鉴 (1)当代西方行政

改革的主要内容 政府职能的调整和优化，改革的侧重点是政

府职能的减少。具体说来，改革有以下主要内容：①非国有

化。非国有化即公有企业和公用事业的产权转移或私有化。

它是西方盛行的全面私有化的主要内容之一。②自由化。自

由化主要表现为放松规制，包括经济规制、社会规制、保护

产业的规制等等。改革的重点是放松经济规制，即放松对市

场的管制。③压缩式管理。压缩式管理是为了应付财政困难

而采取的新的管理策略，所涉及的主要是政府的社会职能。

其具体措施包括：公共项目系统排序，分清主次，拨款时区

别对待；中止效率和效益不佳的社会项目，解散相应机构，

遣散相关人员；有选择地降低社会服务的总体水平；逐步实

行公共服务的付费制度，节约公共开支。 (2）利用市场和社

会的力量，推行公共服务社会化。在实践中主要采取以下形

式：①政府业务合同出租。合同出租即把政府的一些工作任

务推向市场，私营企业的竞争获胜者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合

同，前者完成任务并达到合同规定的标准，后者支付合同约

定的报酬。②以私补公，打破政府垄断。即用说服、宣传表

彰、政策优惠等手段鼓励和吸引私人资本投入到原来由政府

包揽的事业中，如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险、退休保障、廉价

住宅建设等领域，弥补政府财力和服务能力的不足。③建立

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固定且正式的伙伴如美国

的通讯卫星公司、联邦地产协会等。这些公司履行政府所要

求的特定的管理职能，政府合作部门则在土地征用等方面给

以某种形式的优惠。非固定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则采取核发许



可证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等形式，要求私营公司提供特定的

社会服务。④公共服务社区化。具体措施如鼓励各社区建立

公益事业如养老院、残疾人福利中心等；政府机构如社会工

作部门、警察局出面帮助邻里互助、街道联防等以改进社会

服务或控制犯罪活动。 (3）西方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改

革，包括组织机构改革，权责关系的调整，人事制度的改革

，管理方法和技术改革等方面，其目的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效益和服务质量。具体来说，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主要方面

：①分权与权力下放。分权和权力下放既涉及到中央与地方

的关系，又涉及到中央政府部门内部上下级关系。后一方面

是当代行政改革的热点，其中最激进的当属英国的“下一步

行动方案”和新西兰的公司化改革。两者的共同之处是把部

内的中下层组织转变为具有独立性质的单位，实行经理负责

制—经理被赋予机构、编制、人事管理和财务等方面的自主

权。这一改革实现了上下级关系由直接隶属到合同关系的转

变，上级对下级控制由着眼于工作过程到着眼于工作结果的

转变。②部门内部的组织机构变革。伴随着种种分权化的努

力，政府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正在发生变革：不同部门的层

级机构趋于多样化；中间管理层次减少；幕僚机构的权力受

到限制并削弱；上下级权责关系及控制方式相应转变。③公

共人事制度变革。传统公务员制度的一些重要原则和核心特

征正在被动摇：由于合同用人制的推行和独立核算中心不受

现有文官法规限制的用人制度，公务员的永业制度已名存实

亡；政治中心原则受到挑战，独立管理原则被动摇等。随着

这些变化，人们的注意力转到了人力资源开发、公共部门劳

工关系、代表性官僚制、公务员激励机制等方面。④提高服



务质量，改善公共机构形象。指导思想上强调顾客取向和服

务对象为中心。具体措施如：公共服务提供小规模化，打破

传统划片服务的办法，从而给公民提供自由选择服务机构的

机会；在公共服务机构之间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期望“顾客

主权”能形成对公共机构的压力。⑤公共行政传统规范与工

商企业管理方法的融合。一方面，通过各种方法，吸引私营

部门管理人才到政府部门任职或兼职；另一方面，大力引进

私营企业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如绩效评估、全面质量管理、

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以提高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

2．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发展趋势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总的趋

势是在对前期“层级制”行政管理模式进行反思和检讨的基

础上，向后层级制行政管理模式转变。西方当代的行政改革

体现了后层级制行政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简单地讲，它与

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传统模式以政府垄断

为基础，后层级制模式则更注重顾客服务和质量；传统模式

的着眼点是行政活动的投人和过程。后层级制模式则着眼于

行政活动的输出及其结果，即它关注的是做了什么，有什么

效果，而不是告诉人们如何去做。后层级制模式还处在形成

和发展过程中，它代表着西方行政改革的主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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