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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样式，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
并公认的文化，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
全书分别阐述了行政文化学的基本理论、中西行政文化的发展现状、行政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在社
会转型时期行政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
构建和谐行政文化的具体措施等。
该书为推动我国行政文化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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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行政文化”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
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并公认的文化，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
的有机结合。
这种观点对行政文化进行了分类，把行政文化分为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
对行政文化如此分类，当然可以。
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对行政文化进行划分，那么行政文化还必须包括行政行为文化（也称“行政执
行力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文化的分类，比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就是典型的行政
行为文化。
行政行为文化与行政成本、行政效率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若不重视对它的积极引导和构建，那么社
会主义和谐行政就无法实现。
张金鉴给行政文化的定义是，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应该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
、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
这种观点认为行政主体（包括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应该信守行政文化，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行政文化除了被包括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在内的行政主体信守外，还应该被非行政主体即行政
相对人和其他社会成员信守。
正如冯友兰所说：“无论我们是否思人生，是否谈人生，我们都是在人生之中；也无论我们是否思宇
宙，是否谈宇宙，我们都是宇宙的一部分。
”①换而言之，不管人们是否认知行政文化，人们都处在行政文化之中，都会受到行政文化的影响。
王沪宁在其《行政生态分析》中写道：“行政文化包括了人们对行政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
，具体地说，包括着行政意识、政治意识、民族气质、行政心理、行政思想、行政原则、行政理想、
行政观念等方面。
”②王沪宁对行政文化的分析是借用政治文化的框架进行的，更侧重于概念的外延方面。
虽然行政文化的涵义很广泛，但是他把政治意识和民族气质也纳入到行政文化的范畴，是有待商榷的
。
因为政治意识和民族气质虽然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但归入政治文化的范畴更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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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
30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这得益于思想的解放和门户的开放，得益于引进了先进的技
术、资金和市场观念。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与外来观念相容的文化，所有的技术、资金和机制都不会产生效果。
正如杜平教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所言：“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更是一个文化
现象；不只表明国力在增强，而且更意味着文化复兴。
”凝眸回顾，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了现代化，是在既尊重、发扬传统文化，又吸纳外来文化的基础上
实现的；欧洲的文艺复兴虽然否定了其中世纪神权及相关文化观念，但实质上是古希腊、罗马人文和
科学精神的复兴。
任何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都有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
我们极为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长林教授所提出的“反省国学研究的缺失”，他指出我们百余
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通病就是将应有的中西比较改换成以西方文化或西方的某一
种学术为标准，来衡量和评定我们的文化”。
这是发人深省的肯綮之言。
经过30年来与世界全方位接触，我们经历过“异化”反思和“西化”思潮，至今日倡导多元文化的共
容和整合，重建人文精神正成为全民共识，不再以政治、民族、地缘作为取舍标准。
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丰富，而且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而不同”
的多元文化。
一个国家不能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就必然会落后，而失去民族文化固有的精髓，国家也就失
去了自己生存的根基。
现代化是工业化、城市化与思想文化、政治文化、行政文化、经济文化、法制文化、制度文化、军事
文化等多层面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在自身吐故纳新中对外来先进文化“因缘和合”
式的宽容、兼融，真正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兼收并蓄的原则。
这样，就有利于克服文化研究中的两种倾向：自卑、否定和摒弃；自大、独尊和封闭。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文化学概论>>

编辑推荐

《行政文化学概论》：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系列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文化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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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