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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修订版）》初版于2002年，并于2004年获得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三届行政管理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修订版）》是服务行政理论的导言性作品，提出了通过价值理性的
复归重建公共行政模式的新构想。
全书基于现代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这一线索，对公共行政的发展史进行了系统反思
，分析了近代以来的理性分化及其在社会建构中的表现。
作者认为，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理性在其后的发展中分化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而在社
会建构中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
在一切基于工具理性的社会建构中，官僚制是最为典型的范例。
然而，在官僚制理论中却包含着深刻的逻辑悖论。
本书在对官僚制以及批评和矫正官僚制的各种理论的反思中，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建构的建言，并
由此逻辑地导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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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康之，1957年生，江苏省铜山县人。
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所长，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座教授。
出版了《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论伦理精神》、《总体性与乌
托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任务型组织研究》、《行政伦理学教程》、《一般管理
学原理》、《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等著作和教材2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办有行政伦理
学精品课程网站（http：／／www.xzgl.net，为国家级精品课程阿站）。
近年来主要研究行政哲学和文化等问题，提出了合作治理的理论构想，并在合作治理的思想框架下提
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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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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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社会史的研究中，韦伯对传统型的官僚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但这是就其在历史上的价
值而作出的评价，并不等于韦伯是肯定这种官僚制的。
因为，在韦伯看来，传统型的官僚制统治虽然拥有它得以维系的那些必要的合法性，但这种统治中依
然具有较多的情感型的和随意性的行为，在制度以及组织结构方面，也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官僚的
统治方式只是在极少的特定时期有追求某些技术化的表现。
总的说来，对于整个前近代历史时期中的传统官僚制来说，并没有表现出在统治方式上对技术化的持
续追求。
所以，传统型统治并不具有合理性，只是到了近代社会，才成长起了具有合理一合法性的官僚制，并
通过这种官僚制而进行统治。
 在对官僚制的进一步阐释中，韦伯从组织类型、权力结构、运行规则等方面对官僚制作出了更为具体
的规定，努力从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角度去对官僚制进行现代建构，或者说，他在理论上基本建构起了
作为理想类型的官僚制。
但是，当韦伯在制度的意义上阐释官僚制的时候，却是将官僚制作为一种统治方式来加以建构的。
所以，在韦伯那里，官僚制首先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存在的，然后才被作为一种管理组织来加以探
讨。
这就是官僚制的统治视角。
 统治视角其实也就是政治视角。
在这一点上，熊彼特的表述要比韦伯更加直接一些。
虽然熊彼特并没有使用官僚制的概念，而是直接地把官僚制理解为“官僚政治”，但是，熊彼特的“
官僚政治”一词可能更为准确地表达了韦伯理论的潜在内容。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对官僚政治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他预言，由于领
取薪金的职员的增加，将会在一个世纪内发生“官僚政治”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状况，或者说，资本
主义文明将完全通过官僚政治来加以表现。
根据熊彼特的判断，官僚政治追求效率最大化、决策最优化和管理合理化等等。
这些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精神。
特别是对合理化的追求，必将导致对行政管理的强化，并会使整个社会体制科层化。
官僚政治是“法理型统治”的典型形式，官僚政治希望获得慎重公正的特点，要求其官员不带偏见或
情感地履行义务，不考虑人的社会等级和身份差别，而是对一切人实行同样的法规。
也就是说，官僚政治将造就出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整个社会中的一切人与人的一切关系的体制化。
所以，官僚政治既是工业部门中的那些掌握了技术知识的经理的统治，也是政府中的官员所实行的统
治。
 在统治视角中，社会秩序的保证往往是与政治强制性联系在一起的。
围绕这个问题，自韦伯以来，形成了一个关于国家强制性政治统治职能的“官僚制精英主义”理论思
潮，他们把国家看作是维持合法性暴力和对强制性加以垄断的机构，而官僚制就是实现这种合法性暴
力的工具。
正是官僚体系及其官僚，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运用统治权的组织，成为实行强制性统治的机构。
警察、军队、司法部门等一切强制性的机构，都无非是官僚制的具体表现形式。
主张精英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进行统治，这是一种具有高度自觉性的人类活动，不
需要去用经济的或物质的原因进行解释。
政治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源泉，它支配和影响着人类其他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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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修订版)》初版于2002年，并于2004年获得“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三届行政管理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是国家重点图书出
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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