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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已经全面开展政府绩效评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遇到过一些障碍，日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
训，可以为我国研究、开展政府绩效评估提供参考。
对日本政府绩效评估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崩溃，之后，受到西方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影响，为解决行政僵化、财政危机、政府信用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为适应公民
社会走向成熟化及公民对行政服务需求多样化等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本一些地方政府如三重县等地区
率先开展政府绩效评估，这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日本社会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
相比之下，中央政府的绩效评估要滞后于地方政府。
2001年日本颁布《关于行政机关进行的政策评价的法律》，并在2002年施行。
自此，日本政府绩效评估进入制度化与全面实施时期。
日本政府绩效评估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区别，具有一定的特点。
日本政府绩效评估的立法体制是中央和地方分别立法实施。
由于日本具有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思维方式，尽管实施地方自治体制，且政府绩效评估由地方政府始
发，然而，一旦中央政府制定并实施了政府绩效评估相关政策，各个地方政府都不约而同地以国家政
策为模板进行设计。
起始阶段百花齐放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在2002年以后，基本统一为大同小异的政策评价模式，即将政
策体系划分成金字塔形，自上而下分为政策、措施、事务或事业这三层，然后分别对政策、措施以及
事务或事业进行评估。
所遵循的原理基本为PDCA循环周期，所采用的手法大多为目标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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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影响，为解决行政僵化、财政危机、政府信用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为适
应公民社会走向成熟化及公民对行政服务需求多样化等社会环境的变化，20世纪末，日本自下而上开
始了政府绩效评估。
《日本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研究》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日本政府绩效评估的基本状况、发展沿革和主要特
点。
在中央政府的绩效评估方面，介绍了日本总务省的跨部门政策评价和各府省所进行的政策评价；在地
方政府的绩效评估方面，介绍了日本地方政府的行政评价做法，还用专门的章节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地
方政府的事务事业评价及公共设施评价；《日本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研究》还研究了独立行政法人评价
，以期为中国行政事业单位的绩效管理提供一定的参照。
另外，《日本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研究》还就日本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日本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
评议与第三方评估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日本政府绩效评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研究、开展政府绩效评估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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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中央政府的“政策评价”工作由总务省行政评价局主管。
总务省的组织机构由大臣官房、人事与恩给局、行政管理局、行政评价局、自治行政局、自治财政局
、自治税务局、信息通信国际战略局、信息流通行政局、综合通信基础局、统计局、政策综合官等组
成，在日本的行政组织、行政管理、行政监察、中央政府机构的绩效评估、国家公务员人事管理、地
方公务员管理指导、地方自治政府的财税管理指导、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导、国家信息战略、统计等
方面行使职能。
由于总务省下设自治行政局、自治财政局、自治税务局对地方自治政府的行财税进行宏观指导，具有
很强的发言权，因此，总务省行政评价局的政府绩效评估工作对日本地方自治体也有很强的影响力。
（二）日本地方政府的机构和职能日本地方政府分为两级，即都道府县和市町村，都是相互独立的自
治政府，无上下级关系，日本对地方政府的官方称呼为“地方公共团体”。
地方政府行政首长即都道府县的知事，市町村的市长、町长、村长以及议事机关（议会）的议员，均
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日本全国共有47个都道府县，3238个市町村。
还有l0个“政令指定都市”，在职权上相当于都道府县，类似于中国的计划单列市。
地方政府的机构，在法律规定的限额内，由地方自行决定，一般不超过10个，少则为4个。
日本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一般以都道府县的政策、对策措施、行政事务和公共事业为对象，在公共事
业评价中，日本各地的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都已经成为绩效评估的对象。
日本的市町村也基本上开展了绩效评估，以行政事务和公共事业为主要评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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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研究》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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