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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5_91_98_E8_c26_23201.htm (一)行政管理的基本原

理 1．系统原理 系统原理是指运用系统理论，对行政管理活

动进行系统分析，通过正确处理行政管理系统内、外部环境

之间的各种关系，实现行政管理系统的整体优化。 系统原理

的运作原则有：①整分合原则，即整体、分工和综合之意，

指在把握行政管理系统整体的前提下，实行科学的分解、分

工和总体的综合，以实现行政管理总体目标；②相对封闭原

则，是指在行政管理系统内部，各环节必须构成首尾衔接、

相互约束、相互促进、连续封闭的回路，才能有效地发挥行

政效能。 系统原理的障碍，常见的有三种：①无限分割障碍

。指对系统原理中的“系统”，作无限度地分解和分割，把

原本较简单的系统变得极为复杂，而系统越复杂，各相对独

立的子系统对整体的偏离度也就越大。因此，在分解行政管

理系统时，必须把握好一个“度”，使各子系统之间保持有

机的联系，若分解超过一定限度，就会陷入无限分割障碍。

②量化扩大障碍。指对系统分析法的量化，作无限度的扩大

，推向极端，就会走向反面。因此，运用系统分析法，必须

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③静态平衡障碍。指把国家

行政管理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有序性和平衡性，按照自

己主观意愿而凝固化。因此，行政管理运作过程中，一定要

树立动态观念，在动态管理中求得行政系统的平衡。 2．人

本原理 人本原理旨在强调行政管理活动，以尊重人、理解人

、关心人，从而发挥人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基



点，主张行政管理工作均以做好“行政人”的工作为前提。 

人本原理的运作原则有激励原则和==参与原则。行政管理既

包括对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的管理，又包括对国家和社会事务

的管理。激励原则，是人本原理侧重在行政管理的内部管理

上的体现；==参与原则，是人本原理侧重在行政管理的外部

管理上的体现。①激励原则，即根据行政管理目标要求，运

用现代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充分调动人们

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增强行政工作的活力。要想正确运用

激励原则，真正达到激励目的，必须尊重人、关心人、爱护

人、鼓舞人和宽容人。②参与原则，从根本上保证了行政管

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人本原理的最高体现。它包括行

政==与行政参与。行政=，即行政管理实行化的管理方式，

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

，是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与人民之间利益一致的反映。行

政参与，这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公共行政决策，并监督其权力行使的行为。行政参与是行

政==的真正内容。 人本原理的障碍主要有“距离”障碍、刚

性障碍和需要冲突障碍。①“距离”障碍，是指一些行政领

导者不甘作人民的勤务员，而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从而

扩大而不是缩短行政领导与下属之间的权力距离，妨碍下属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从而陷入人本原理的距离

障碍。②刚性障碍，是指行政领导者只是依据成文的法律、

法规和制度来行事，带有刚性、静态的特征，缺乏弹性与人

情味，常常出现合法而不合情理的现象。③需要冲突障碍，

是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往往会因人们的需要不同产生冲突

，行政领导者很难制订出一个满足全体人员需要的方案，而



陷入两难境地。 3．动态原理 动态原理是指根据国家行政管

理系统所处的内外环境的变化，因势利导，随机制宜，适时

调整行政对策和行政方法。 动态原理的运作原则有反馈原则

和弹性原则。①反馈原则，有效、及时的反馈是正确实施动

态原理的关键，要达到行政信息及反馈的有效性与及时性，

必须建立起 “健全、灵敏、准确、高效”的信息反馈机制。

反馈在行政管理的主客体之间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使行

政决策与执行机构形成了不断循环的回路，没有有效的信息

反馈，就没有有效的动态管理。②弹性原则，是指为适应行

政管理系统内外各种相关因素的变化，有效实施动态原理，

必须使行政管理活动留有余地，保持灵活性和可调节性。实

行弹性管理，是动态原理的根本要求，从管理弹性所涉及的

内容及其影响程度而言，可分为局部弹性和整体弹性两类。 

动态原理的障碍主要有“消极弹性”障碍、无刚性障碍和反

馈失真障碍。①“消极弹性”障碍，是指有些“行政人”在

行政实践中，错误地把留有余地当作降低标准，任意扩大弹

性限度的做法，把动态原理要求的积极弹性变成“消极弹性

”。②无刚性障碍，是指有的“行政人”错误地认为，实施

行政管理无需制定严格的政策规章，只要有一个大政方针就

可以，从而降低了行政规章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行政管理

活动无据可依，公众无所适从。③反馈失真障碍，是指行政

决策机构得到的信息有时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如果不加分

析地盲目运用，就会陷入反馈失真的错误，给管理造成损失

。 4．效益原理 效益原理是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按照行政

目标的要求，力图以尽可能少的行政总投入，获得尽可能多

的行政总产出。它揭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属性，国家行政机



关的一切职能、措施、手段和方法等，最终都是为了获得更

佳行政效益。 效益原理的运作原则有优化原则和科技原则。

①优化原则。优化是行政管理的一个基本目标，是贯穿行政

管理全程的一种价值追求，是实现行政效益原理的关键。行

政管理的优化可分为整体优化和局部优化。局部优化，指国

家行政管理系统中某个方面、某个环节或某种功能的优化，

其中行政领导和行政人员的优化是最重要的，起着决定性作

用。整体优化，指从国家行政管理系统的整体出发，根据各

要素间的内在联系，建立起统一的优化结构，充分发挥系统

的整体优化功能，实现行政管理的整体优化目标。②科技原

则。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行政人”的整体素质及其业务技

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行政管理方法与手段的现代化

，是提高现代行政效益的一大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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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