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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
教材。
全书以“职能”、“机构”、“体制” 和“过程”四个重要范畴为基础，组织一个“现代政府理论四
维分析框架”，以此渐次介绍和论证政府的概念、政府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现代政府的主要特征、政
府与宪法、政府的合法性；政府的职能比较、政府的功能和职责、“政府失灵”现象；政府机构、政
府官员与政府编制、政府的非基本要素、政府的组织；政府体制的组织原则、中国和西方典型国家的
政府体制；政府过程的主要环节、政府周期与公共政策调整、政府更迭、政府规制、政府经济行为；
政府与政党的关系，政府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
本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有一个逻辑清晰、结构合理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层次较高，开放性较强
，便于不断进行“可持续”的研究工作；二是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现代政府现象和现代政府理论问
题，内容丰富。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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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府的概念与现代政府理论的分析框架第二节 现代政府理论的学科定位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初
步发展一、双重性：现代政府理论的学科定位与学科特色现代政府理论首先属于政治学的学科范围。
政治学应当包括政治学理论(含政治思想史)、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政治、公共行政学(含公共政
策学)和政治教育几个大的方面。
一般来说，现代政府理论，可以看做是政治学理论的一部分或公共行政学的一部分。
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算起，政治学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而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各种政治学流派及其理论的历史进程都表明：政治学是人们以一定的观点和
方法，对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说明的一门学
科。
这种以对国家政权为研究核心的政治学，要对国家及其制度，包括影响国家活动的各种因素等进行系
统的分析，由此形成了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等方面政治学的基本理论。
但是，以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科学并不只是一门统治的学说，它也是
一门关于国家建设与社会管理的学说，这是由国家政权的双重功能决定的。
，国家政权的双重功能，决定了政治学的双重性，也就决定了现代政府理论的双重性。
相应地，如果我们把政府理论看作是政治学理论的一部分，那么，有关研究的“统治”色彩就会比较
强，也即在这里政府更多地是被看做国家的政治统治的机关；但是，如果我们把政府理论看做是公共
行政学的一部分，那么，有关研究的“管理”色彩就会比较强，也即在这里政府更多的是被看做国家
的决策机构、行政管理机构和监督保障机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把政府的基本职能明确地区分为公共职能和特殊职能两个方面：“即包
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的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
能。
”①政府首先和主要是统治机器，但政府总是要不同程度地管理经济生活，组织建设公共交通，兴修
水利，兴办学校等，对社会性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
随着社会韵进步，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出现了扩大的趋势。
尽管不同性质的国家行使其公共管理职能的出发点、方式、手段各不相同，但是，“致治统治只有在
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②。
这两个方面在政治实践中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理论上，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进，公共政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规
制理论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拓宽了政治科学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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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现代政府理论》终于完工了。
除我之外，有十位同行参加了研究和写作工作。
我首先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从1990年起就尝试以“政府过程”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问题，尝试以一个适当的框架研
究现代政府理论。
1991年10月，我同时起草了《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和《现代政府学研究》的写作大纲。
但是，到1994年5月和1996年1月，我在中国政府过程方面就已经分别完成了基本像点样子的论文和《
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并陆续面世。
那么，为什么关于现代政府理论的研究工作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呢？
第一，对构建现代政府理论的分析框架的问题，我非常重视，也非常谨慎。
写一部关于现代政府理论的教材，不能没有一个相对系统的东西。
此外，大约在1992年以后，经常有些朋友就政府问题，邀请我去做讲座或是写稿。
但是，他们大多是说请我谈谈或写写“政府职能”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相对一段时间里，“政府职能转变”似乎成为了现代政府理论的代名词，似乎现代政府
理论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一个政府职能方面的问题。
这也在促使我思考和设计一个关于现代政府理论的比较合理的研究和表述框架。
同时，作为一个上过哲学专业本科的大学教师，我也很清楚，做一个“逻辑”，这是很难的，——很
难较为周详的提出，更是很难让比较多的同行朋友所接受和喜欢。
做这样的事情，仓促上阵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没有急于动手，而是在耐心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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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政府理论》是一部关于政府理论的行政管理专著，全书以“职能”、“机构”、“体制”和“
过程”四个重要范畴为基础，组织一个“现代政府理论四维分析框架。
《现代政府理论》适合行政管理相关专业人员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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