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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境外政府效能建设评鉴》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效能建设：新公共管理的主题；美国政府效能建设；
英国政府效能建设；欧盟其他成员国政府效能建设等。
大力推进依法行政，着力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持之以恒地改善发展环境以及不断改进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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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杰，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硕士生导
师。
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
已在《中国行政管理》等中央和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独立出版专著1本，与人合作出版专著2
本，主编论著4本。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主持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项、主持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2项，参与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3项。
 杨丹，湖南省泸溪人，1983年出生。
2000-2007年就读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获管理学硕士学位。
2007年至今在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从事干部培训、学历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发表论
文10余篇。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公共事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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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政府效能建设：新公共管理的主题 一、政府效能建设的时代背景 二、影响政府效能建设的学术
思潮 三、影响政府效能建设的文化传统 四、国外政府效能建设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美国政府效能
建设 一、美国政府效能建设的主要动因 二、美国政府效能建设的主要做法 三、美国政府效能建设的
主要成就与问题 四、美国政府效能建设评鉴 第二章 英国政府效能建设 一、撤切尔公共管理新思维 二
、英国政府效能建设的主要成就与问题 三、英国政府效能建设评鉴 第三章 欧盟其他成员国政府效能
建设 一、欧盟其他成员国政府效能建设的主要理念 二、欧盟其他成员国政府效能建设的主要做法 三
、欧盟其他成员国政府效能建设的主要成就与问题 四、欧盟其他成员国政府效能建设评鉴 第四章 东
亚国家政府效能建设 一、东亚国家的行政文化传统 二、东亚国家政府效能建设的共同特征 三、东亚
国家政府效能建设的主要成就与问题 四、东亚国家政府效能建设评鉴 第五章 港、澳、台政府效能建
设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效能建设的主要成就与问题 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效能建设的主要成
就与问题 三、台湾政府效能建设的主要成就与问题 四、潜、澳、台政府效能建设评鉴 第六章 对中国
政府效能建设的建议 一、深刻总结中外政府效能建设的历史经验 二、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政府效能
建设体系 三、切实提高政府效能建设水平 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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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获得了民众的普遍认可 由于绩效评估的广泛开展和顾客导向性制度规范的实施，
在重塑政府改革阶段，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重新获得美国公众的信任和满意。
2000年，联邦政府按照密歇根大学设计的“美国顾客满意指数”（ACSI）对高影响机构的顾客满意度
状况进行抽样检查，结果显示，联邦政府的顾客满意指数达到68.6，接近私营部门的顾客满意指数71.9
。
从政府提供的服务项目来看，1995年的一个调查显示，只有46%的联邦政府职员认为在他们的组织中
具有为满足顾客期望的服务目标；到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1%。
2000年的调查显示，80%的政府服务项目获得了顾客的肯定，大大高于1992年36%的比例。
 （二）对潜在问题的探讨 在美国以企业化为特征的政府效能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并取得不少功绩的
情况下，对其指导理念和具体做法的批判一直都未停止。
这些批判主要集中于其价值取向——“政府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一问题上。
甚至有人提出过如此尖锐的问题：“难道政府真的可以像麦当劳一样运行吗？
”在改革进行了多年后的今天再反观当初，即便是从事效能提升改革的美国官员也难以否认，美国奋
力提升政府效能的这个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一些现实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
 1.政府效能增强还是政府能力削弱难有定论 美国的行政改革以增强效能为目标，增强效能的一个直观
的衡量指标是人员和机构的精简情况。
许多举措的采用，如公共服务市场化、放松规制和电子政务等改革成效往往以联邦政府人员和机构精
简的情况作为度量衡。
从理论上讲，这些做法所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精简是对“冗员”的裁减，从而得以增强效能。
然而，以人员机构精简为表征的政府行政成本削减并非不需任何代价的。
首先，理论上裁减人员与职能的转化应是相匹配的，然而现实中不少部门最终难以实现部门职能转化
这一最终目的，这反而会造成政府职能的不完善；除此而外，由于设计上的缺陷，有些部门即便是按
方案的安排及时转化了职能，也不能逃脱“削弱了联邦机构的办事能力”的“指控”。
譬如，美国联邦人事总署（OPM）裁员达48%，并相应转化了职能——不再保留招聘、考核及培训的
职能。
但据美国功绩制保护委员会1996年的抽样调查，60％的联邦中层官员认为人事部门的服务质量下降了
。
再次，大幅裁减联邦公务员削弱了公务员终身制对公务员的保障。
这使得公务员对政府的忠诚相应地大打折扣。
有学者就曾提出：精简雇员、裁并机构、节省开支等做法是否真正落实了效能的目标？
有一点必须明确，这些做法可能提高政府效能，但并非一定能够提高政府效能。
⋯在克林顿之后的几届政府并未把“精简人员和机构”作为持续的效能改进目标，甚至一定程度地增
员，亦源于对保障政府能力的需求。
 2.精简规章 制度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 在放松规制的改革中大量的规章 制度被视为繁文缛节，被要求
删除和撤销。
但是，从行政和立法的相对性来看，制度规章是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公权力滥用、保护私权的
利器。
国会出于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的目的，并不赞同为了效率和工作灵活性过多地赋权于公共部门和公务
员。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自身的内在制度规范的清理和改革虽得以贯彻落实，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长久
形成的工作习惯，有些已不复存在的制度仍作为事实的依据在使用。
比如，美国NPR要求联邦人事总署删除其1万余页的人事工作指南。
在形式上，人事工作指南已不复存在，但人事部门工作人员还习惯于依照指南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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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境外政府效能建设评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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