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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5_BA_9C_E7_c25_272755.htm 政府管理要进步，不

仅行政的主体政府有责任，行政的对象群众也有责任当这样

的观点在最后的附录里体现出来后，《政府精细化管理》一

书的理论基础与思考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这是在新的一年

到来之际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厚礼。作者温德诚先生将其多

年来在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方面的成果集结成此书。在书中

，温先生不仅提出了政府管理走精细化之路的必要性和重要

意义，还系统地论述了政府精细化管理的基本方法，提出了

很多可操作性强的管理建议。 精细化管理要求一个良好的政

策制定与落实的环境，这个环境需要政府与群众共同努力来

创造和维护。温先生首先为我们列出政府管理的十大困难。

这十大困难既包括了人口众多、管辖宽度大等客观原因，也

包含了异地管理为主、多元多层管理、责任不明确等不合理

的因素，更有古代官场文化的负面影响。这些都是较为宏观

的原因，可见精细化管理在政府的推行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障

碍就是结构性的不完整。结构的调整与重建往往会带来更大

的短期混乱，所以精细化管理的实施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

靠着长远的发展目光制定计划，并按部就班地进行。在系统

的精细化管理理论之外，这本书最吸引我的部分，却是温先

生此前对行政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的研究。这一部分被放

在附录里，看似随意，实则是重要的点睛之笔。因为只有深

入研究行政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政府管

理的本质。所有的管理都不能绕开这个话题，精细化管理也



不例外。 政府管理的发展是行政主体与对象共同发展的结果

，这是一个双线共同发展的过程，结构性变革仅是的其中的

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身提高以及积

极参与相配合。针对占人口大部分的行政对象，温先生也总

结出这样几个特征： 一、上有政策，下有隐性规则。群众遵

守公共规则的意识淡薄，表现为大量使用隐性规则来对付公

开的正式的政策和规则。公民的公德培养是政府的一项长期

艰巨的任务。缺乏公共道德基础，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都难

以实现。 二、缺乏组织生活锻炼。中国古代工商业本身就受

到官府的限制，组织化很低，少有全国性的行会组织，形式

上的行会，对成员的干预能力也很有限。因此中国工商业者

在经营上遵纪守法的意识不像欧洲人那样，有长期的锻炼和

培养作积淀。 三、老百姓的道德观念非公道德。中国农耕社

会道德的非公性，根源在于缺乏集体生活，缺乏组织的公务

、工作联系，致使公德的观念、意识形态未得到发展。私德

的发展，使得拉关系、走后门、徇私情的行为变得合理化了

。 四、家庭共财制产生“关系学”。古代农耕社会，以家庭

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所以生产所得，经济收入、财产的拥

有与消费，也以家庭为单位。在家庭内财产共有，不分彼此

，原则上是长辈在不分家，不分财，即使形式上分了，也互

通有无，彼此互助互济。 这些特点给政府行政增加了工作量

和工作难度，也增加了行政成本和国有资产的损失。推行政

府精细化管理，正是要从改变这落后观念入手。 在《政府精

细化管理》中，温德诚先生站在了一个客观的立场上，用细

致的说明与合理的分析告诉我们：农耕文化影响的不仅是行

政主体，还有对象。要为政府管理的进步、社会与经济的发



展出一分力，作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分子，不管是行政主体的

组成部分政府工作人员，还是行政对象广大群众中的一分子

，我们都应该认真考虑自身的不足，并参照这本书的建议，

整理出合理改进的方法。 读完此书，我深深地体会到，在温

先生心中，精细化不仅是一套理论与方法，还是一种精神、

一种原则。精细化代表的不只是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对时代

的要求，还代表着必须紧持的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代表着

为国家为集体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强烈责任感，甚至还代

表着知识分子执着而理性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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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