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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行政研究(第2版)》是在1999年出版的《公共行政研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追溯公共行政学
的历史演变并展望其未来发展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共行政领域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例如政府职能及其转变、行政机构及其改革、行政领导及其领导工作的创新、行政决策科学化、公务
员制度、行政道德与廉政建设、行政权与行政监督、治国方略转变与行政法治建设、公共治理体系更
新与民间组织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公共行政价值、社会转型与行政发展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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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亚平，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南开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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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政府的能力 政府能力也是影响政府职能确定的重要依据。假如政府能力低下，也将
限制政府活动的空间，使之难以担负起更多的职责，减弱其发挥作用的力度。因此，政府在考虑自己
的职能时，不能不考虑自身能力这一因素。例如，在我国，政府在确定其社会保险管理与服务的职责
时，一直合理地根据本身的能力状况，稳妥地、逐步地扩大社会保险的范围。 影响政府能力的因素来
自政府组织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从外部来看，有利于提高政府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经济因
素。政府职能的履行与行政经费密切相关，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须依赖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经费支持。
“政府所做的许多事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尽管如此，政府的开支仍是衡量政府活动范围最好的
尺子。”随着现代政府规模的日益庞大，所需经费急剧增长，社会所提供的经费的多寡，将决定着政
府履行职能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科学技术因素。政府行政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科学技术相对落
后的时代，提供给政府行政的手段比较简单，政府工作效率较为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社会对政
府职能的扩大有所需求，政府由于条件所限，也不能对之有效、充分地满足。而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
代，社会为政府行政不断提供新的方法和技术，特别是电子革命的发展，促成了办公室管理自动化的
兴起，极大地提高了“办公室生产力”。这就为政府扩展活动空间，更好地管理和服务于社会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 第三，教育因素。政府的行政管理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管理形式之一。行政
管理搞得好坏，将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幸福和安宁。因此，为了保证政府工作的效能，需要一大批
人才。而这些人才除了录用任职后由政府对之培训之外，主要靠社会力量进行培养和教育。可以这样
认为，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人才的多少及其水平的高低，进而决定着政府素质的优劣，
并最终决定着政府能力的高低，同时影响着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如果教育比较发达，就能够造就出
一批一批的人才到政府任职，使政府有能力将应该管辖的事务归人其职能范围之内，并卓有成效地对
之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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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行政研究(第2版)》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和理论发展的主要内容，对于公共行
政学科的理论研究和课堂教学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Page 6



《公共行政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