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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观点 到1990年，妇女在公共部门中的比例达到60%。

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工资偏低；二是所谓

的“天花板效应”即高层管理阶层的妇女比例偏低。笔者曾

经做过计算，按照二十世纪的发展趋势，要达到国会中男女

数量平等需要400年。女权主义组织分析家安克尔(Joan Acker)

在《性别组织理论》(1992)一书中认为，长期男性对组织的控

制导致了组织理论的男性观点：1.男女分工产生了男女不同

的工作类型；2.创立了男性组织标志和形象；3.男女的关系是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4.由于组织内男女分工和机会不均，

不同性别应有不同行为和态度的观点逐渐成为心理和思维定

势。对组织和管理的女性观点将会对公共行政学产生深刻的

影响。公共行政学的女权主义理论家斯蒂夫(Camilla Stivers)在

《公共行政中的男女形象：合法性与行政国》(1993)中说，“

只要行政领域被看成与性别无关，妇女就将面对目前的霍布

森(Hobson)选择，即或是接受男性行政标志，或是接受官僚

体制中靠边站的地位”。机构前景：官僚体制改革还是质量

改善的继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的管理见解对组织机

构应当如何被管理、下属应当如何被指导、政府项目的消费

者应当如何被对待等问题有重大影响。1992年，巴泽

勒(Michael Barzelay)与阿摩亚尼(Babak Armajani)发表《突破官

僚制：政府管理的新视野》。该书基于在明尼苏达州的革新

实验，即通过强调顾客服务、给雇员授权、有选择性的竞争



和减少行政规章制度而改变公共项目。两位作者认为，政府

不应当是官僚型、规章制度约束、强调控制和没有灵活性，

他们向韦伯型的传统组织结构和运作机理提出了挑战。如果

说巴泽勒与阿摩亚尼对传统管理的批评代表着对管理体制改

革的呼吁，那么，质量管理运动则提供了内在改革的动力。

最初的全方位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源于

私有企业部门，但《公共生产力与管理评论》(Public

Productivity and Management Review-PPMR)在过去二十多年的

努力也使我们认识到TQM对于公共部门机构业绩与质量改善

的重要性。PPMR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以及公共机构如何改善、

引入、调整并保持连续的质量改进的理论性评论。PPMR杂志

的资深主编霍哲(Marc Holzer)教授在生产力与质量管

理(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1995)一文中评论了质

量管理以及质量管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的启迪。很明显，九

十年代的TQM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的基本方法。TQM的核心特

征是统计评估、顾客信息反馈、雇员参与质量改善、供应商

合作。这些TQM的手段和方法已经成为当今多数经理的“管

理常识”。不少人认为，质量管理不仅适用于制造业，而且

更适合服务部门。质量管理已成为公共管理的部分基础。公

共政策与分析的迅猛发展首先，许多公共事务学院在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的带领下纷纷部分或全部转向公共政策，尽管

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及南加州大学仍然高举公共行

政大旗，亦增添了政策研究方向。最初的政策研究包括政策

形成理论、政策分析技术、政策执行、政策计划和政策评估

等，重心开始转向政策形成（政策制定）和政策内容（政策

分析）。其次，一批新成立的杂志为政策研究增添了活力。



如政策分析和管理杂志(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政策研究杂志(Policy Studies Journal)、政策研

究评论(Policy Studies Review)以及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等

。最后，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策科学已经成为一门独

立的研究领域，大有与公共行政学分庭抗礼之势。政策分析

融入经济学、政治学、公共财政、系统理论以及其它社会科

学学科，以研究公共政策如何形成和如何完善政府项目。结

束语：政府改革永恒的主题归纳起来，莱特(Paul C. Light)在

《改革的浪潮：改善政府工作，1945-1995》(1997)一书中，

总结了改革的四大浪潮：1.科学管理，强调严格的等级制、

分工、清楚的命令链；2.向浪费宣战，重点是监督员、审计

员、核对员、评审员；3.警惕的眼睛，倡导阳光、公开性、

透明度；4.解放管理，呼吁让管理者去管理。财政紧缩和业

绩改善只是政府面临的诸多压力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世纪，

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在下降，这或许是政治家们不得不反复进

行政府改革的主要原因。克林顿总统上任3个月就宣布了他的

改革计划，于1993年成立了由副总统戈尔挂帅的“美国业绩

评论委员会”(NPR)。当我们回眸二十世纪，就不难发现无

论是1910,1937,1949,1972,1982，还是1993的政府改革，都有一

个共同的假设：即美国联邦政府的机能失调、组织涣散、业

绩平平不能让公众满意。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创立了美国公

务员委员会，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以及城市膨胀的需求催生了

美国的公共行政学。1887年，威尔逊提出了创立独立的行政

学学科的构想。随后，古德诺于1900年谈到行政学与政治学

的分离。再之后，泰勒开始了科学管理的研究。30年代的罗

斯福新政，尤其是布郎诺报告直接诱发了政府部门的膨胀和



改革1993年至2000年执政的克林顿仍旧在重塑政府。一次次

改革，一次次不同的主题，变化的是内容，不变的是要改变

、要改革的努力。改革政府并非是美国的独有现象。无论是

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无论是工业发达

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前苏联或东欧转轨国家，在二十世纪

末都汹涌着改革的浪潮。无论是源于财政危机、管理危机或

是信仰危机，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断的改革。改革政府

不仅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也必将是未来政府所要面临的长

期挑战。作者感谢下列教授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

及相关课程所给予笔者的指导和帮助：霍哲教授(Marc

Holzer)、达布里克教授(Melvin Dubnick)、威克（女）教

授(Marcia Whicker)、梅戈特（女）教授(Astrid Merget)、英格

拉姆（女）教授(Patricia Ingraham)、布雷思莱德教授(Stuart

Bretchneider)、斯特劳思曼教授(JeffreyStraussman)。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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