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管理学习辅导：第十六章行政改革公务员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3/2021_2022__E8_A1_8C_

E6_94_BF_E7_AE_A1_E7_c26_563149.htm 第十六章 行政改革 

重点理解： 1、行政改革的含义、原则和取向 行政改革是指

政府为了适应社会环境，或者高效公平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

，调整内部体制和组织结构，重新进行权力配置，并调整政

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过程。行政改革是一个政治过程；行

政改革的目的是适应社会环境，提高行政效率，高效公平地

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行政改革必须改革内部体制和组织结构

，重新配置行政权力；行政改革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 行政改革的原则：（1）必须进行科学而严密的

论证和规划，慎重开展。（2）必须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

（3）要以改变观念为先导，以体制创新为核心，以高效、公

平、廉洁为目标。（4）必须有政治保障和法律保障。（5）

以理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 行政改革的取向：以适

应社会环境为取向；以精简机构为取向；以精简机构为取向

；；以调整组织结构为取向；以调整权力关系为取向；以人

事制度改革为取向。 2、行政改革的阻力、动力和对策来源

：www.examda.com 行政改革的阻力表现在：历史的局限性决

定了行政改革的成败；政治因素对行政改革的限制与制约；

行政系统内部行政官僚集团的反对；传统的保守思想和习惯

势力的阻碍；用人唯亲和家长制对行政改革的负面影响。 行

政改革的动力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权威的推动；经

济基础变革的要求；社会演变的要求；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

；新思想、新价值的推动。 行政改革的对策：（1）政治保



障是进行行政改革的前提。（2）加强宣传，制造行政改革的

舆论。（3）制定切实可行的行政改革政策。（4）制定进行

行政改革的法令和政策，使行政改革有法律保证和强制力。

（5）恰当地选择行政改革突破点和发动改革的时机。（6）

行政改革要尽快地取得效果，提高行政效率和为公众服务的

质量。 3、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政府与市

场；政府再造；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主要特点是：批判传统

的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管理主义成了改革的指导思想，

政府职能市场化，分权化与放松规制，公共部门私有化，决

策与执行相分离等。 （1）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

年代开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

响，同时又影响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的改革，成为新公

共管理运动的主要思想来源。 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哈耶

克、老弗里德曼、布坎南等反对大政府和政府干预，主张个

人自由，市场至上，公共选择，缩小政府职能，政府不能干

预市场。他们主张有限政府，认为政府是必要的，但必须尽

量减少政府职能和政府干预，管得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管

得多的政府就是坏政府。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西方发达

国家在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推行了国有企业“非国有化

”或民营化政策，即私有化政策。作为减少政府职能的另一

种改革模式，一些国家采取了公司化政策。作为私有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把一些公共职能和服务交给私营

组织承担，采取“合同出租”的方式。 自由主义者还认为，

政府管理的核心是效率和有效管理，这是私营组织管理所追

求的目标，却不是政府管理追求的目标，把管理主义作为政



府管理基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他们主张企业家政府模式，

公共服务由富有冒险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私营组织来提

供。精简后的政府公共机构已不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成

为一个授权者，其职能仅为签订公共服务的出租合同，确定

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针对中央政府

和上级政府权力过于集中而进行的改革是采取分权和非集权

化。首先是组织变革，进行分权。如：美国总统里根提出“

还政于州”的新联邦主义，克林顿政府直接分权给社区；法

国密特朗政府使地方政权“非国家化”和“还权于民”，以

自治管理、公民参与、民主监督为改革的主要内容。 自由主

义者认为传统的官僚制是造成政府低效和无能的主要原因，

解决这种情况的办法是下放决策权力和执行权力。美国的政

府机构改革主要是成立私营和半私营公司来提供过去由政府

提供的垄断性的服务。自由主义者主张建立层级尽可能少的

平面式而非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 作为行政改革的重要组成

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主要是完善公务员

制度，精简冗员，提高公务员的管理能力。 （2）政府再造

。是指对公共行政体制和公共组织绩效的根本性转型，大幅

度提高组织的效能、效率、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并通过改

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

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政府再造就是用企业化体制取代官

僚体制，建立企业家政府。企业家政府是指具有企业家精神

的公共管理者，用企业的管理方式，以低成本高产出为目标

，敢于冒险、敢于创新、敢于打破僵化官僚体制，取得高绩

效的政府。 政府再造的十条原则：起催化作用的政府；社区

拥有的政府；竞争型政府；有使命感的政府；结果导向的政



府；顾客驱使的政府；企业家政府；预防型政府；分权的政

府；市场导向型政府。 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核心战略明确

组织目标；后果战略创设绩效后果；顾客战略将顾客置于驾

驶员位置；文化战略创造企业家文化。 （3）新的政府模式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彼得斯提出了四种新的政府模式：

市场政府模式；参与政府模式；解制式政府模式；弹性化政

府模式。来源：www.examda.com 4、行政改革的发展趋势 （1

）向民主行政的嬗变。自威尔逊提出建立公共行政学以来，

盛行以效率为中心的权威主义公共行政，权威命令与服从权

威是20世纪政府管理的主要原则。政府权力自我扩张，不受

社会权力制衡，政府职能过大，政府管得过多，是20世纪各

国政府的共同特点。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行政逐步向

民主行政嬗变。民主行政必须实行分权化管理。它要求政府

的政务必须公开，官员的任命必须符合民意，政府管理的范

围有限，政府和官员没有特权，公民参与决策和管理，公民

自治权逐步扩大，公民通过各种途径有效地监督政府。 （2

）电子政府。是指在政府内部采用电子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基

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起网络化的政府

信息系统，并利用其为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方便

、高效的政府服务和政务信息。这不仅是政府的技术改革，

也是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 电子政府的特点：技术领先；是

一个开放政府；是一个虚拟平台；打破了政府层级限制；以

顾客为导向。 电子政府对公共行政的影响：电子政府彻底改

变了政府封闭式、单向式的管理方式，实现了政府与顾客互

动的开放式的管理方式；电子政府更主要的是朝民主行政的

方向发展，它将改变政府的决策方式，改变政府工作人员的



办公方式。 目前电子政府的主要内容：电子商务、电子公文

、电子采购和招标、电子电报、电子福利支付、电子投诉、

电子邮递、电子身份认证和电子资料库等。 （3）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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