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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效率与民主、责任、公平等价值取向从来都是交*

存在的，只是在一定阶段有所侧重而已。围绕这两类不同的

价值观，演变出了公共行政发展史上的管理主义和宪制主义

两大范式。 62．20世纪后20年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

运动，是建立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方法之上的

新理论。政府改革基本可以被定义为追求“三E”(Economy

，Efficien”，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效能)目标的管理

改革运动。 63．英国学者E．费利耶(EwanFelie)曾把新公共管

理的效率取向归纳为“效率驱动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

代表了将私人部门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引入到公共部门的尝试

，强调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一样应以提高效率为核心。 64．

英国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在其指导改革的核心

纲领《改变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方案》中，就提倡采用私

营部门有效的管理方法，以改变公共部门低效率的现状。为

此专门在首相办公室成立一个效率小组，专责效率稽核工作

，其负责人由政府聘请企业家担任。 65．在美国，强大的重

塑政府改革运动不仅停留在理论造势上，由副总统戈尔领导

成立的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把目标定为“创造一个少花钱

多办事的政府”。后期又通过《政府绩效与成果法》，作为

行政改革的重要法律依据。 66．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改革重

点是推行民营化，因而在实施管理主义策略上更加彻底。整

个民营化工作以提高绩效为目标，通过解除管制、引入合同



制和向市场转移等方式，使公共部门面貌焕然一新。 67．美

国，本和高斯从社会领域的基本构成要素入手分析，认为公

域与私域由机构、利益和参与三元素组成。公共部门在这三

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与市场部门的异质性，就是公共性。 68．

针对公共部门效率问题，查沃尔夫指出，非市场性的政府产

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出，也即充其量是最终产出代理┅┅间

接的非市场产出对最终产出的贡献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量

度的。 69．美国学者威尔逊《美国官僚政治》中将政府机构

分成生产型组织、工艺型组织、程度型组织和应付型组织四

种类型。 70．针对公共效率问题，有现代政府管理理论和公

共选择理论两种不同看法的理论。 71．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

现象：一方面是产生了寻租行为，增加了非生产性成本，造

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是导致了过多的公共物品供给(即过

多的预算花在公共物品供给上)，政府机构和功能恶性膨号长

。 72．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

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

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工作方法

对提高工作效率、完成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效率最直接

的制约因素是管理方法。以点带面、典型带动方法。这种方

法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

法的运用。 73．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整

体大于部分之和。”其表达的是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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