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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
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对国家和公共组织进行有效治理的管理活动。
公共管理学是运用管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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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科际整合的交叉学科群，是以解决公共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科学。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政府管理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世界很
多国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源地之一。
　　现代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研究和教育于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迄今有上百年的历史。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研究和教育的恢复和重建，自此以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
理的研究和教育得到长足发展。
　　根据新形势下社会公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要求，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
的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公共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共事务和行政管理干部培训制度，建
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共事务和行政管理干部队伍，1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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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招生
考试，2002年3月.MPA学员正式入学。
　　为了提高我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水平，保证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
健康、顺利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和人事部于2001年2月成立了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教材工作小组就教材建设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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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版成稿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在许多方面有了长足发展。
为了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文明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以及为了更好地适应教学的需要，本书原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对2004年出版的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进行了修订。
　　本书的修订首先是遵循原版基础，原书结构、基本内容和写作风格没有太大的改变。
其次是将中国政府与政治新变化的内容补充进来，不仅反映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变迁，也反映中国政府
与政治的最新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成果。
再次是从理论、制度、行为三个方面和层次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理解，力求全面概括和深
入浅出。
第四是对原书章节的排列顺序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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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实上，作为宪法学研究对象的宪法并不只是指宪法典这种最基本的法律文件，它还包括宪法性
法律、宪法判例、宪法惯例和条约等内容。
宪法的渊源是多种多样的，在不成文宪法国家如英国，尽管不存在宪法典这种基本文件，但仍具有议
会法律和习惯法、判例法等多种渊源，法理甚至也是其渊源之一。
　　宪法的渊源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宪法典及其修正案；（2）法律；（3）行政法规；（4）地
方性法规；（5）国际条约和协议；（6）宪法惯例；（7）宪法判例。
　　1.1.4宪法的基本原则　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制定者在制定宪法时自始至终遵循的理论依据或精神
。
在探讨宪法的基本原则时，中国学者一般将它区分为资本主义宪法原则和社会主义宪法原则两种。
两种类型的宪法原则不尽相同。
事实上，政治制度的根本差别决定了这种区别存在的客观基础。
例如，除必须遵循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人权保障和法治这些原则外，中国宪法从根本上体现了“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也因此载入现行宪法序言之中。
　　中国学者一般将宪法原则归纳为人民主权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法治原则、分权制衡原则、民主
集中制原则或议行合一原则等。
张庆福教授在《宪法学基本理论》中提出了“保护财产原则”②。
2007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物权法》体现了保护公民财产权的宪法原则，为保护权利人的物
权提供了完整的法律基础。
　　1.人民主权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亦即主权在民原则，中心意思就是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属
于人民。
　　卢梭针对“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的理论，与其他思想家一道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国家最
高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主权称为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是公意的运用和体现，是国家的灵魂、集体的生命。
这种公意永远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人民主权具有以下原则性内容③：（1）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因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
（2）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代表主权的意志是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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