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行政伦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公共行政伦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8032964

10位ISBN编号：7308032965

出版时间：2003-1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郭夏娟

页数：21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公共行政伦理学》

前言

　　刚刚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五次
政府机构改革正式启动。这次改革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坚持政企分开，精简、统一、效能和依法行政的原则，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分工，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形成
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毫无疑问，这次改革的全面推进和深入
，对公共管理学这一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
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同时，它也为公共管理学获得大发展
提供了重要契机。　　我国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
国的现代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研究和教育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恢复和重建。1999年5月，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并决定于2001年10月
在我国首次进行MPA招生考试。至今，全国24个MPA试办院校已顺利招收两届学员。MPA专业学位的
设置，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迈出了一大步。近几年来，公共管理学科在学术团体、专业
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也都有
了较大发展。　　浙江大学作为全国24个MPA试办院校之一，努力探索着公共管理的研究与教育。为
反映浙江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的最新成果，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丛书”。本
丛书第一辑包括了《全球化：一个批评性考察》、《公共管理学引论》、《政治学导论》、《行政法
》、《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公共行政伦理学》等7种。在编写过程中
，我们注重将学科的主要知识领域与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相结合，注意将学术前沿与当前中国现
实管理实践相结合，注重将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结合，力图体现我校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特色。因此本
丛书适用面较广，除适合MPA学员使用外，也适合公共管理学科各类学生及各级公共管理人员作为教
育培训的学习参考资料使用。当然，编写这套丛书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和尝试，其中一定
存在着不足、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朋友和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现在时值生机勃勃的春天，这套丛
书的出版能够迎来我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春天吗？我们努力着。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丛书”编
辑委员会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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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线，即伦理价值与行政责任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一章介绍公
共行政伦理学产生的背景与过程，梳理出事实与价值、管理与伦理之间的分离与合聚的轨迹，呈现出
行政伦理原生于行政管理实践的过程。第二章与第三章展现行政伦理的核心要素，即行政伦理导向。
第二章论述目的行政伦理导向，以便了解伦理价值是如何体现在行政活动中的，效率导向如何指导并
评价行政决策与行政行为，从一个侧面揭示行政责任的伦理根源。第三章论述义务的行政伦理导向，
了解公正的价值目标如何影响行政活动，并决定行政人员的基本责任。第四章从行政人员履行责任的
实践着手，考察一旦行政人员违背公众信誉，出现腐败，对实现行政责任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进
而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监督，确保基本伦理价值的实现。第五章从行政组织内部，探讨个体行政
人员对违背责任的腐败现象能够做什么，进而论证，高度的道德责任与个体道德的关系，论证个人行
政责任的来源，个体道德与实现行政责任的关系，以及提高个体道德能力对实现行政责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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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背景与起源一、两个领域的分离二、行政与伦理的早期结合三、理论预设四、一个新型伦理
学科的独立登场第二章　目的论与效率导向一、快乐：量的还是质的?二、好政府的伦理标准三、效果
：评价行为的依据四、效果的计算与预测五、预测效果的困难六、从效果到效率第三章　义务论与公
正导向一、人的道德能力有多大?二、从“单规理论”到“多规理论”三、选择政府行为的伦理原则四
、正义原则的运用五、公正：行政行为的伦理目标六、正当与善的融合第四章　腐败与监督一、界定
与态度二、腐败的结构性根源三、腐败的控制四、反思现实的权力监督体系第五章　忠诚与检举一、
服从与忠诚二、忠于上级，抑或忠于宪法?三、如何使检举有效而正当?四、保护检举者第六章　责任
与个体道德一、责任的基本含义二、从外部超越责任三、从内部超越责任四、个体道德的形成五、超
越私人领域的责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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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有人认为，早在威尔逊之前就有人开始思考行政伦理问题。范·利珀提出，伊顿早在1880年就
开始对英国市政服务进行研究，他认为这一研究就是公共行政伦理学的起点。伊顿的研究中有一个鲜
明的特点，即把市政服务改革作为一项基本的伦理活动。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致力于形成某种公共
权威，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这种“制造”公共权威的行为，败坏和麻木了英国人对道德伦
理的知觉能力，从而使伦理改革变得十分艰难；美国的情形也很相似，美国政府将征集的税款仅仅用
于政府机关，而这种政府机关却已经成为服务于某些党派的机器，但人们不觉得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重要的是，伊顿看到了“由一个腐败而专断的皇帝”委任政府机构成员，变成了按品德与能力委派政
府机构成员，这样的转变正朝着公正和自由迈进。在这种改变中，人们的观念开始转变，至少他们不
再把市政服务看成仅仅从事一些公共事业的活动，而且也是“考验和表达国家政治的正义与道德风气
”的途径。　　伊顿的思考是伦理视角的。他强调一个国家的道德感与道德风气的重要性，把正义与
自由作为政府行为的决定性原则，这与威尔逊的观点截然不同。威尔逊在1887年的文章中强调的主要
是“效率”，他把政府管理仅仅作为商业化的运作，伊顿更关注的是公共行政活动的公正性。其相同
之处在于，他们都努力探讨完善公共行政管理的途径，都涉及到选举产生公共行政官员的某些程序的
改革，即以个人的工作业绩为标准，而不是以某一政治长官的意志为标准，通过提高绩效而不是凭借
政治偏好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他们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两个重要问题：效
率与公正。这是早期对公共行政的伦理思考，这种思考基于实践的需要，源自对实际管理问题的关心
，或者可以说，他们对行政伦理的关心，不是出于自身的理论兴趣，也未必是为了建立一门独立的伦
理学科，而是“问题导向”的现实关怀。严格地说，他们是在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行政伦理理论建构的
情况下，开始思考伦理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政府“效率”，确保政府行为的“公正性和自由性”
。从主观上讲，他们的努力只是表达了这样的意向：如果通过建立一个以道德价值为基础的市政体系
，能够达到政府行为的公正性，并能建立更有效的政府，那么，应该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如何达到这些
目的之途径上，而不是研究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内容，也不应该关注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培训。在这
一点上，两人的立场是一致的。据此可以说，对政府行为效率与公正的关注，虽然已经涉及到行政伦
理的两个核心问题，但还远不能说，这是自觉关注行政伦理规范建设。不过，他们的努力为公共行政
管理与伦理学的结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二，意识到“责任”的重要性。　　将“责任”概念
引入公共管理是行政与伦理的早期结合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行政人员的职
责是什么？古德诺在威尔逊观点的基础上，对行政人员个体行为责任作出更具体的规定。他在1900年
出版的《政治和行政：对政府的研究》一书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政治与行政两分法理论，认为传
统“三权分立”学说不符合美国民主政府的实际需要，民主国家的主要职能只有“政治”与“行政”
两种，“司法”只是行政的一小部分。所谓政治，就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也是民意的表现和政策的决
定，它是由议会掌握的权力，负责制订法律和政策以表达国家意志。所谓行政，就是国家意志的执行
，也是民意的执行和政策的执行。　　它是由行政部门掌握的权力，负责执行法律和政策。这样，古
德诺否定了立法、司法、行政的三分法，代之以政治与行政的两分法。在这个基础上，不仅进一步明
确政府的职能与职责是什么，而且为公共行政学确定了基本主题。他提出，政治问题是政治学的任务
，行政学不研究政治问题，也不研究民主或民主程序的标准，行政学研究政府的行政效率、行政方法
和技术标准。　　有的学者指责他的“两分法”忽视政治与行政的内在联系，过分偏重行政的技术属
性，忽视行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特有的重要地位，具有片面性。他明确主张，公共行政官员仅仅负责
执行政治决策，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治官员则负责政治的决策，而没有意识到，现代国家中的行政人
员会不可避免地拥有自由裁量权，行政人员具有自主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随之会扮演决策者的角色
。他的注意力仅仅在于如何限制个体的行政行为，使政府管理活动更加具有责任感。为了提高行政效
率，需要将政党因素和政治权宜等政治要素排斥在行政学之外，把政府文职官员区分为政务官和常务
官，并规定常务官在政治上中立，以此明确行政人员的职责。　　古德诺对政府职能与行政人员职责
的区分，有助于行政学进一步从政治学中独立出来，清晰界定政府职能与行政人员的责任。他把研究
重点放在政府体系和有效的行政管理上，本身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
，他在书中着力阐述了行政“责任”概念。与威尔逊和伊顿一样，古德诺提出“责任”概念，其目的
也不在于为伦理学提供某种资源，他甚至没有直接论述行政伦理学的问题。在他的书中，没有出现诸
如“伦理”、“道德”、“公众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等概念，但他论述了“责任”以及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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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伦理学》

的责任行为就是执行政治的决策。据此，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他的这本书就是关于行政伦理学的
。不管这一论断能否成立，他对行政责任的关注，不仅使他成为行政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使他成
为行政伦理学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　　其三，平等标准的引入。　　平等标准引入公共
行政管理，为行政伦理学的产生增添了重要的价值规范，也揭示了行政与伦理、管理与价值之间存在
的某种“共通性”。魏洛比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与同时期其他行政学家一样，魏洛比重视政府管理
的效率。他在《公共行政学原理》一书中，不仅论述了政府行政效率的重要性，而且论证了如何通过
科学管理手段，达到政府的有效管理。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市政服务的评价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结
构，这种道德结构要求政府行为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对市民倾注更多的道德关怀，这导致公共行政管
理日益依赖伦理的评价。在他看来，伦理学与公共行政管理并不是毫不相干的，它与个人的职业技能
不同，而是要求主体的道德知识与道德分析技能相结合，用以行政管理的实践评价。伦理学从属于组
织与人事理论。是以某些科学为基础的设计、程序与规则，因而伦理活动既与行政活动有明显的区别
，又与行政活动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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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忙了一个多星期，就为今天下午温州领导来考核乐清。新世纪荣华厅的报告会现场，温州市
领导在台上言语激扬，所有“在家”的乐清市四套班子领导与各部门机构的头头们在台下认真听讲，
其他相干人等，有喝茶的，有睡觉的，有打手机聊天的，有紧张跑进跑出的，惟有我充耳不闻，正坐
后排，看着桌上的《公共行政伦理学》。对我来说，书中的世界远比这个现实的世界有趣。经过一番
努力，我终于赶在报告会结束前，把它看完了，完成了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基础教程的自学。　　说来
好笑，我自学这些东西最初的起因，竟是为了更好地享受代考的过程。　　机关里的领导干部多要参
加在职行政干部考试，他们没时间，于是只好找秘书代劳，我是爱读书的人，在他人看来，自然是首
选的“枪手”。在开卷考了两门后，抄书到手酸的我惊诧地发现，这些用来走过场的教材都是珍宝，
丢掉就是暴殄天物，于是全借了来，断断续续看了三个月，为了检验成果，其间还特意代人又去考了
两回。　　看书时乱涂乱画是我的老习惯，看完后把乱涂乱画的内容整理记录下来是我新养的习惯。
晚上整理《公共行政伦理学》笔记时，又联想起很多东西，写了很多，自己喜欢，就想发上来，满足
下表现欲。　　古话说：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读大学时，我信守格言，未敢逾越，怎奈后来在法国
学了老外的坏脾气，性格张扬起来，就再也藏不住话了。现在国家更是要建设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话
说的“和”“谐”社会，我就更忍不住了。　　《公共行政伦理学》最后的一节《超越“私人领域”
的责任》里描述“个人立场”时写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象这样的情景：以自己为中心观察宇宙
，他人则位于某一情感距离之外。”　　我喜欢这句话，它让我浮想连篇，它让联想起“非个人的立
场”就是站在这个以自己为中心，情感为半径的同心圆外看世界，就是站在高处俯视世间的芸芸众生
。　　想到俯视芸芸众生，我又想起了“神”与“佛”。　　“神”和“佛”都可以站在同心圆外看
世界，但他们的境界不同，看到的世界也不同。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代表神的境界，他们拥有主宰万
物的力量，但他们有七情六欲，居高临下，推崇的是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世界。大乘佛教
的菩萨代表佛的境界，他们拥有普度众生的善念，从道德之心出发，平等待人，提倡的是一个“我不
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世界。历史上，君王们能够达到神的境界，圣贤们能够达到佛的境界，而能满足
柏拉图的“哲人王”要求与孟子的“内圣外王”标准的，古今中西加起来，却只有一个半。　　一个
在西方，他就是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皇帝，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马克·奥里乌斯（Marcus
Aurelius）；半个在东方，他就是西汉与东汉之交的大儒兼新朝皇帝王莽。两位皇帝同样是有崇高的道
德理想，同样希望通过变革为国家带来稳定与繁荣，同样出师未捷身先死，同样死后帝国战乱纷飞，
历史评价却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只能说，能力不同，运气也不同。　　想到这里，我又坏坏地想给
我的偶像马克·奥里乌斯扒下粪——正是他破坏了收贤者为子嗣继承皇位的养子继承制，将皇位传给
了亲生儿子康莫得斯（Commodus），将帝国交给了一位没有大脑的勇士，最终引来了长达五十年的
战乱，终结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尽管如此，他的人格力量竟然使一千八百多年后
的美国人放下架子，学习了中国儒家所擅长的“父为子隐”，在拍摄电影《角斗士》时，硬是“篡改
”历史，杜撰了康莫得斯谋杀马克·奥里乌斯篡位上台的情节，不知道满足了多少西方人的道德完美
情结。　　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错了，因为我疏忽了他在位时曾打击当时的“地方邪教组织”民间
基督教会的行为，是不可能赢得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喜爱的，因此，他这个“哲人王”也只能在中国等
少数国家站得住脚，毕竟这个世界上由于信仰真空而包容外来文化的处女地国家不多了。　　我不敢
再想下去了，不是怕想出更多的故事，而是怕再胡说八道，就要错过敲胆经、早睡觉的时间了。　　
为了身体，就此打住。　　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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