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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F_E8_81_8C_E8_c26_26846.htm 专题十三行政效率 行政

效率的基本原理 行政效率是对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从事

行政工作结果进行度量和评价的尺度，是统揽全局的根本问

题。 它是行政管理的生命和归宿，是行政现代化的一个准绳

，是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因此，提高行政效率是行

政管理的重要目标，是行政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又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要提高行政效率，首先必

须从观念上和理论上正确理解“行政效率”这一概念。 1．

行政效率的概念 “效率”一词，最早出现在拉丁文中。当时

是哲学上常用的术语，通常指有效的因素。19世纪末，效率

的特定意义引申到了机械工程方面。20世纪初以来，效率开

始用于经济、商业等领域，并且逐渐推广开来。与此同时，

有人把效率一词转用到政府工作部门中，以此衡量管理的快

和慢、好与坏。所谓行政效率，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

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得到的劳动效果、社会效益同所消耗

的人力、物力、时间之间的比率关系。如果把行政管理活动

看作是一个运动的系统，那么效率就是输出与输入之比。用

公式来表示就是：行政效率＝社会效益(输出)÷社会资源耗

费(输入)×100％。对这一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 ①行政效率具有一定的量化标准。衡量行政效率高低的量

化标准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体现在时效上，即是否

以最短的时间完成行政目标，各行政管理环节能否对出现的

问题尽快发现并解决；另一方面体现在成果和费用之间的比



率上，行政活动需要有一定的花费，要力求以最小的人力、

物力、财力的消耗，取得最大的劳动效果。 ②行政效率更重

要的是体现在社会效益上。行政管理是行政部门对国家事务

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是利国利民的服务活动。评估行政

管理活动的结果和效率必须注意普遍的社会效果，不能简单

地以人力、物力、财力或时间的消耗量来分析和评价。这正

是行政管理不同于企业管理的本质特性所在。 ③行政管理的

效果常常是许多因素的总和。它是一个综合指标，不能简单

地看成是数量变换，必须注意行政效率的质的方面。因此，

行政效率应该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是功效与价值的统一。

讲行政效率就是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适应人的需要和特点

，顾及社会因素几个方面的影响，充分发挥和利用人的内在

潜能而获得最佳管理效果。 2．行政效率的内容 行政效率的

内容一般大致分为三个管理层次。高层的属于决策层，通常

是指政府的决策层为了完成总目标而进行的规划、决策、安

排、协调、沟通等工作。效率高低的主要标志在于是否根据

国情，制定出符合国家行政工作实际的方针、政策。这一层

次追求的是组织效率。中层的属于管理层，其效率通常是指

遵照上级行政部门的决策而进行的最有效的分工合作和监督

，全盘解决行政组织与行政管理的问题，这一层次追求的是

管理效率。基层的属于执行层，其效率通常是指为贯彻上级

方针政策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这一层次追求的是机

械效率。三个层次的效率指标构成了行政管理效率的完整体

系，上、中、下三层的效率都达到了标准，才称得上达到整

个行政管理系统的效率标准。当然，三个层次追求效率的角

度不同，决定依据也不同。组织效率主要取决于信息搜集和



反馈科学的合理决策；管理效率主要取决于综合协调和管理

水平；机械效率主要取决于办事人员的能力，是否能全面准

确地执行政策，妥善地处理问题。 3．行政效率的要义 行政

管理的成败，可以通过行政效率的高低来体现。行政效率是

检验行政管理是否科学的标准，是衡量行政管理是否有效的

尺度。行政效率不仅可以反映一个国家行政管理的水平，而

且可以衡量一个行政部门在日常工作中的消耗同所获得成果

的比例。但是，它本身不是行政管理的一个环节或手段，而

只是行政管理中各种因素和手段的综合反映。 4．行政效率

的标准 关于行政效率的标准，专家学者曾有过的争论，一般

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行政管理系统的合理程度 行

政行为主要与人、财、物三个因素有关，高效率的行政管理

应该使不同素质和不同水平的人员以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

，使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职务、权限和责任，达到“人尽其才

，财尽其效，物当其用，事竞其成”的行政管理目的。 (2)行

政管理流程的通畅程度 行政管理活动是个不间断的流动过程

，是若干个环节连接在一起的统一体。这个过程一般可分为

“人流”和“信息流”两个方面。所谓人流，是指人员的流

动；所谓信息流，是指信息的产生传递和处理过程。二者息

息相关，如果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准确，整个流程会受到阻

塞，造成失误，影响效率。 (3)综合社会效果的大小程度 每项

行政管理活动都会产生一定的综合社会效果。所谓综合社会

效果，就是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和量。只要把行政管

理活动的消耗和所得的效果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就能知道行

政管理效率的高低。综合社会效果与行政管理综合消耗的比

例，也是衡量行政管理效率的重要标志。速度和质量的统一



是保证行政部门高效率的关键所在，理应是衡量行政管理效

率的起码标准。 对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人们进行了有益的探

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通过机构改革、健全体制、建立科学

的行政程序、增强时间观念、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提高公

务员素质等方面来增进行政效率。本章主要从行政人员素质(

包括领导者素质)、电子政务建设、行政审批改革和行政相对

人作用四个方面，结合材料来探讨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途径

。 行政人员素质与行政效率 材料正文 为了提高行政人员的素

质和施政能力，荆门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市政府领导班子

自身建设的意见，从思想作风建设、改进工作方法、坚持勤

政廉政、加强民主监督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市政府办公

室针对岗位特点，把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作为自身建设

的内容，贯穿到学习、研究、实践等各个环节之中，完善了

自我形象，推动了政府工作。一是在学习上，强调必须务实

。根据学习政治、法律、经济、行政管理内容的要求，每年

均确定一个学习重点，循序渐进，规定每人每月利用工作日

学习一天，利用休息日学习两天以上，全年统一组织二至三

次专题讲座，年终对重点学习内容统一进行测试，并将测试

成绩作为综合考评的重点内容记人档案。二是在调研上，强

调超前参谋。每年初，由办公室将秘书长和各科室确定的调

研课题以书面文字形式印发，年中督促检查，年末通报，根

据成果转化所产生的效果和社会评价分一、二、三等予以奖

励。1999年秘书长班子共完成调研课题8个，撰写调研文章12

篇，其中被市政府决策采纳的调研成果5件，被国家、省级以

上刊物发表的调研文章7篇。2000年初，市政府秘书长们围绕

政府工作重点组织专题班进行调研，于3月底前拿出决策参考



方案，其中关于加快荆门城区建设重点南移、加快国有中小

企业改革脱困、荆门旅游经济发展、工业经济后劲建设、农

业高科技园建设、市直机关人财物清理等实施方案已被政府

决策采纳并付诸实施。三是在工作上，强调务实创新。办公

室把落实政府决策作为首要工作。秘书长班子定期召开例会

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工作部署。为了

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市政府机关还建立了各位秘书长、办

公室各级行政负责人以及办公室工作人员三者之间的思想政

治工作连锁责任制，坚持政务工作开展到哪里，思想政治工

作就延伸到哪里。评价工作时，既通过述职方式，让机关工

作人员考评打分，又通过问卷形式，由各部门讲评亮分。四

是在廉政上，强调以身作则。通过建立“四约”机制，严格

自我管理，接受各方面监督。具体内容是：内约其心，注重

培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良好氛围；制约其权，对多

种权力执行规定具体的约束和监督办法，防止滥用；规约其

行，完善行为规范；规范言行操守，防止行为“越轨”；惩

约其过，坚持奖惩分明，实行对“负行为”的制裁，处罚违

纪违规行为。通过这些措施，促使优良作风的养成和自我素

质的提高，进而树立为政清廉、务实高效的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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