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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管理是当代管理科学的重要领域，随着我国公共部门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公共管理硕士（MPA
）专业学位教育的开展，这一领域正在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西方各国政府为了迎接挑战，开展
了声势浩大的公共部门改革和重塑政府运动。
这场改革改变了公共部门的管理模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逐步被新公共管理模式取代。
而改革浪潮也使得公共部门管理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崭新的学
科得以诞生，并取得了较大发展。
　　公共管理作为一级学科，目前分为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公共卫生管理、土地资源管理、
社会保障管理等五个二级学科。
公共管理已经成为国内外教育与科学研究进一步拓展的重要领域。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公共管理的领域非常广泛。
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增强、人口问题的突出、服务行业的兴起、城市和交通的发展、环
境保护的加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的普遍化以及社会犯罪和治安问题凸现等原因，大大增加了社会
对公共管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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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德林，男，1959年10月出生于湖北。
1982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士。
198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法学硕士。
1982年起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任教。
1997年破格晋升教授。
1998年至1999年在日本广岛大学法学部做高级访问学者。
2000至2002年任湖北省郧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1997年考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矿产资源经济方向博士研究生（在职），2002
年6月毕业，工学博士。
2002年9月至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2003年3-7月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管理学院副院长，2003年7月起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政法学
院副院长、教授。
学术兼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湖北省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湖北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法学、管理学研究。
已经公开出版专著、教材12部，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
其中数篇论文发表后分别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摘要转载或全文转载。
近年主要研究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安全以及自然遗产保护法律问题。
主持的科研项目有：《网络环境下信息安全与湖北信息法规建设》（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武汉市“创新、亲民、务实”政府形象建设研究》（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然遗产保护法
律制度建设问题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武汉市湖泊保护法律制度设计问题研究）（武
汉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三峡巴东库段地质灾害评价与防灾减灾决策系统研究》、《湖北省
十堰市煤炭开采专项规划》等。
　　田家华，男，湖北省嘉鱼县人，1966年生。
1998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获工学博士学位。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政法学院教授、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资源经济学、公共行政学等。
近几年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或参与研究项目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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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第二节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三节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分析第四节 完善服务型政府的途径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三章 政府信用建设研究第一节 国内外对政府
信用问题研究的焦点第二节 政府信用的内涵第三节 西方国家政府信用的理论基础和中国的信用思想
第四节 我国政府信用建设的特殊环境第五节 我国政府信用建设的对策选择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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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政许可的基本理论概述第二节 近年来学术界对行政许可的研究第三节 关于行政许可的基本结
论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七章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管理研究第一节 公共危机基本理论第二节 近年来学术
界对公共危机政府管理问题的研究第三节 对公共危机政府管理若干问题的见解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八
章 电子政务建设研究第一节 电子政务若干概念探讨第二节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进展及存在问题第三
节 对电子政务建设前景的展望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九章 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第一节 公共产品第二
节 公共产品的均衡理论第三节 偏好的显示第四节 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第五节 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寻租
问题第六节 我国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十章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研究第一节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演变的研究综述第二节 我国乡村治理规范性改革的理论争鸣第三节 走出困境的应
对之策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十一章 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研究第一节 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概述第二节 文献
综述：集思广益，寻求解决之道第三节 政策建议：构建战略机遇期的我国能源安全体系本章主要参考
文献第十二章 社会保障社会化研究第一节 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概述第二节 社会保障社会化研究第三
节 社会保障社会化的内容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十三章 行政信息公开研究第一节 行政信息公开的基本
理论介绍第二节 行政信息公开在世界的发展轨迹第三节 行政信息公开在我国的发展轨迹本章主要参
考文献第十四章 城市社区建设研究第一节 社区与城市社区概念探讨第二节 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第三
节 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思考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十五章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第一节 公
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理论第二节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学术观点综述第三节 政府部门人力
资源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十六章 中国公共管理改革与发展问题研究第一节 公共管
理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演变第二节 当代西方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第三节 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本
章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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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列宁一生浩如烟海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直接使用过“政治文明”这一科学概念，但我们却不能
由此而否认列宁主义体系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政治文明思想。
有学者指出，列宁关于民主、法制、权力监督、国家管理及执政党建设等的论述和实践是列宁政治文
明思想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提
出并实践了一整套政治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基本形成了一个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其主要
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苏维埃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②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依法治国；③苏
维埃政权需要多种形式的权力监督；④改革国家机关，建设新政权；⑤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
先进性。
⑥也有学者认为，在列宁的政治文明思想中，权力监督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列宁不仅指出了权力监督的本质在于权力监督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必
要条件，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手段，是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而且指出权力监督必须坚
持党的领导、依靠工农群众、独立和公开等原则。
因此，深入研究列宁的权力监督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
意义。
　　列宁作为第一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成功相结合并取得伟大功绩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与理论家，对于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如此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显然是有相
当深入的思考。
但目前理论界对于列宁的政治文明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研究还很不深入
。
列宁的政治文明思想不在于其高深的理论，而在于其实践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尽管可能有前后不
一致的地方。
如果就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而言，列宁的政治文明思想具有关键的过渡和转变作用。
使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由理想转变为现实，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经由前苏联转入我
国。
我国建国初期的一系列关于政治建设方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列宁。
　　（三）毛泽东论“政治文明”　　新中国是与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代中国一系列核心的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更是与毛泽东的关键性努力分不开。
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上，我们依然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
　　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虽然毛泽东没有像江泽民在2002年的“5·31”讲话中指出的那样，系统地
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
统一。
”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概念和重要内容，但他在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个
层面上都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开拓性的建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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