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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87_E7_B2_BE_E9_c79_264188.htm 第一部分：美国公共

行政学五大理论 美国公共行政学者霍哲教授与盖布雷

林(Holzer amp. Keller,1998)提出了美国公共行政实践的三种模

型，而这三种模型又基于三个假设或前提。应该说，三种行

政管理模型反映了美国政府管理的演变。每一种模型都试图

从不同的层面解释政府是如何控制互为冲突的利益以及如何

管理社会的。通过分析这些前提和假设，就能够评估公共行

政的范围和属性。 三个假设或前提： 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奠

基人多数将人看作是本质上易腐化的。类似于基督教神学所

称谓的“原罪”。基于这个假设，奠基人建议，公共权力的

分配应当避免给个人提供腐化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就能

够理解奠基人关于权力控制与均衡的主张。对权力的制衡可

以说是对人性弱点的结构篱栅。 第二个假设涉及共和国的权

力属性。政府管理的共和属性通过正式建立的复杂程序将公

共权力授予民众代表。目的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倘若没

有民众代表的批准或宪法条文所指定的权力，政府官员就不

能行使权力。官员的选取通过一系列的代表制度和程序，通

过分散权力（控制、均衡和联邦制）到政府的各个角落，该

设计限制了专制的机会。 第三个假设预计到了个人与集体参

与公共团体会带来的矛盾。麦迪逊(Madison)《联邦主义者》

的第十篇文章中谈到不可避免的派别邪恶及控制它们的必要

性，麦迪逊认为派系寻求政府有利于它们的行动，而最好的

控制是均衡各派系。尽管有的派系可能谋求公众利益，但不



排除其余派系只追求其特殊利益。 基于上述三个假设或前提

，尤格斯与凯勒提出美国公共行政学三大模型： 1.派系冲突

模型。假设利益竞争是一种永恒的、尽管是可悲的政体特征

。公共政府机构的设计是用以响应和控制不同利益的组合。

就是说，没有一个利益群体能够独立决定政策。另一方面，

汉密尔顿(Hamilton)等人敦促公共机构应植根于宪法并让一些

在职官员行使相当的自主权。另一些奠基人认为官员不仅应

有自主权，而且应有道德要求。如此，这些官员可以获得荣

誉。追求荣誉的政府官员将调节派系之间的矛盾并公平的分

配权力。然而，多数奠基人更趋向于权力分离。 2.派系规则

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公共权力和合法性基于直接的选举，

在位政府官员对政党和政策的忠诚变得甚为重要。然而，建

立在派系冲突模型基础上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变。派系

规则模型的重点是将选举作为公共权力的基础，政府的行为

应当反映选举的结果。 3.公共利益模型。科学的效验是这一

理论的支柱。改革家们认为，运用科学能够解决公共问题。

应该设立政府结构给专家更多的权力。所谓专家，是指那些

拥有相关科学知识之人。学位、教育证书是专业技能的象征

。改革家们将科学看成是不断积累和增长的科学体系，而且

他们坚信通过仔细和持续不断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取全部知识

。通过运用无偏见的一般法则，他们看不到科学效验及其解

决问题的局限性。 将政治因素从行政中分离出来之后，改革

者们认为科学的理性能够消除政治冲突。运用知识而不参杂

政治就会实现公众利益，达到各方面都更好的状况(Brownell

and Stickle 1973.Haber 1964. Hofstadter 1955)。 这种公共利益模

型假定了人类具备知识后的完美无缺性。理性不仅增加了人



们塑造现实的能力，而且完善了人类自身。为了增加理性，

改革者愿意将更多的公共权力授予专家。教育不仅使人们的

认识技能敏锐，同样注入了基于科学知识的道德观。美国内

战后派系规则模型与公共利益模型成为前沿。派系规则模型

成为总统改革的典范，而公共利益模型最初影响了公务员改

革与地方政府。尽管没有一种模型能够独占鳌头，在不同时

期，一种模型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其它模型。在二十世纪的多

数时期，公共利益指引了公共管理。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和九十年代的社会与政治事件，表明派系规则模型的复活

，或许，这几种模型都有它们生存的土壤，只是在不同时期

和不同条件下运作程度和范围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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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