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透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中国行政伦理透视>>

13位ISBN编号：9787565104015

10位ISBN编号：7565104019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南京师大

作者：杨文兵

页数：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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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透视>>

内容概要

　　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我们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把这六十余年分为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立和实行了一套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文化体
制和社会体制。
就行政体制而言，中国建立了一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基本特征的行政体制。
在党政关系方面，党的各级组织与国家行政机构关系不明确、不稳固，执政党在国家权力机关、司法
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各项事务中起决定作用；在政治与行政关系方面，坚持政治挂帅，经济、社会事务
让位于政治工作；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政府权力没有边界，政府集中了过多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
管理权，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缺乏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自主经营的权力；在政府系统内部，权力过
分集中于中央政府，下级政府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地方缺乏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另外，人事制度缺乏科学的选拔、录用、考核、退出机制，行政监督不力，监督机制流于形式，种种
弊端逐渐显现。
新中国的行政体制经过30年的曲折发展，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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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兵，1967年生，江苏南京人。
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行政伦理和政府经济学。
已编著或合著《伦理学新编》、《重大政策剖析与反思》著作6部，曾在《社会科学》、《江苏社会
科学》、《光明日报》、《当代经济研究》、《现代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等期刊上发表论
文40多篇，其中有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收录。
曾主持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和教育厅项目多项，并参与完成相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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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人民服务，还必须同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助于形成良
好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其次，《纲要》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植根基础、调节对象和现实要求。
从植根基础看，集体主义之所以能成为道德建设的原则，关键在于它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
和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而且正确解决了道德与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根本关系，同时对所有
道德调节对象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指导性。
从调节对象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人民当家做主，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
一致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是以追求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础来调节个人利益、集
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的。
从现实要求看，集体主义原则提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
远利益，反对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和损公肥私、损人利己。
　　再次，《纲要》着重阐明了社会主义五大基本要求的战略地位和具体内涵。
从战略地位来看，“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之所以“是每个公民都应承担
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关键在于它不仅深刻庋映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人们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要求，具体表达了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
愿望和利益，而且在于它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道德核心和道
德原则的表现和补充，因而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具体内涵看，“五爱”基本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是要引导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
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
辱，提倡学习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好逸恶劳，鼓
励人们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又次，《纲要》系统诠释了“三德教育”的具体内涵及其社会作用。
从公共生活领域来看，社会公德作为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是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遵纪守法。
在现代社会，随着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公德在维护公众利益、保障
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将日益突出，并成为公民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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