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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改革已遍及世界，已成为各国历届政府施政的主题之一。
60年来。
我国政府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行政改革，深入了解我国行政改革的历史、现状和特点，有利于从整
体上把握我国行政改革的发展路径及其趋势。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行政改革概论》对每一次行政改革，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
每次行政改革都做了较全面的论述，包括改革的背景与原因、改革的目标与原则、改革的基本内容与
特点、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都做了认真的归纳和总结，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我
国行政改革规律的理解，并能对束来行政改革有更清晰的认识。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行政改革概论》可供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及相关专业的大
学生、研究生学习和使用，对公务员和其他相关人员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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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行政的专业化。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和完善，已成为一门内容丰富、分支学科众多、
研究领域独特、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成为指导现代行政实践和发展的科学理论。
运用当代先进的公共行政学理论教育和培养行政人才，使现代行政本身已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
政府管理任职者必须具有其职务所需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一般都需要经过相当时间的行政管理理论及
专业的正式教育和职业训练。
 1.1.2行政改革的定义 关于行政改革，国内外学者曾下过各种定义，现仅举几例： （1）G.E.凯顿的定
义。
凯顿认为，行政改革是指：“克服阻力，人为地诱导行政的转变。
”这个定义指明了行政改革是人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但是过于抽象和笼统。
 （2）K.R.霍普的定义。
在霍普看来，“行政改革可以被定义为：为了根本改变政府官僚机构的结构和办事程序以及有关人员
的态度和行为而专门筹划和慎重进行的努力。
旨在提高组织的效能，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从技术和实践的观点来看，改革是对政府机器的重建
。
”这个定义明确提出了行政改革的目的和内容，认为行政改革包括组织结构和组织内人员态度和行为
的变革。
 （3）中国学者的定义。
黄达强认为：“根据我国情况，行政改革一般是指在政府行政管理范围内，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改变
旧的和建立新的行政制度和方式的行政行为。
”这个定义强调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执行政治权威的意志。
 竺乾威认为：“行政改革通常指行政系统在组织体系结构、运作功能等方面进行的变革，以使行政系
统能适应变化的环境。
”这个定义则强调行政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行政环境变化的需要。
 （4）综合以上各方定义，本书采用中国学者任晓提出的行政改革定义：行政改革即行政组织和行政
人员的改革，是有意识地改变行政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行政人员的行为方式，增强行政效能，以适应
环境变化和要求的活动。
 该定义有三个层次：第一，行政改革的性质是政府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理性活动；第二，行政改革
的内容包含改变行政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行政人员的行为方式；第三，行政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行
政效能，以适应环境变化所提出的要求。
 1.1.3行政改革的内容 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即行政系统的功能转变、行政系统的结构改
革、行政系统的行为再设计和行政系统的技术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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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行政改革概论》可供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及相关专业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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