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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外行政体制比较丛书》经过作者们的长期学术积累和勤奋努力，今天与读者见面了。
这是我院重要的科研成果。
这一成果的面世，值得高兴和祝贺。
　　该《丛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时代性强。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有力地促进着社会
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变化。
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文化。
这些重要的时代特征，迫切要求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
　　我国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华民族
正以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我国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该《丛书》的主旨，就是为了适应时代要求，探索解决我国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的途径和方法，更好
地发挥政府服务群众和管理社会的职能，塑造新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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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在中国古代，早有决策一词。
如《韩非子·孤愤》中有“智者决策于愚人”，韩信也提出了“决策东乡，争权天下”的战争策略。
而人们通常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决策源自英文decision-makin9，意思是作出决定或作出选择。
美国学者亨利·伯斯认为决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地说，进行决策时在几种行为方法中作出抉
择；广义地说，决策还包括在作出最后抉择之前必须进行的一切活动。
”当然，本书并不研究一般的决策概念，而是集中探讨行政决策，重点是行政决策体制的比较研究。
　　第一节　行政决策概说　　行政决策是众多决策中的一种，其本质上属于政府公共决策范畴。
行政决策渊源于国家公共行政行为，没有政府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治理、规制或引导
，政府的行政决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必要。
行政决策的作出实质上就是公权力的行使。
　　行政决策就是“出主意”、“选主意”、“合主意”和“断主意”，其中“出主意”是决策的初
级阶段，即所谓的“策”，而“选主意”、“合主意”和“断主意”是决策的高级阶段，即所谓的“
决”。
事实上，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行政决策的程序、特点和重点，即先“策”后“决”，多“策”少“决
”，又“策”又“决”，重点在“决”。
　　先“策”后“决”是指行政决策的程序。
行政决策先要“出主意”，这个阶段需要行政领导者、公民、专家学者乃至企业界人士等各种力量参
与“出主意”，都可以参与“策”。
“策”要打开空问，“策”要解放思想，大胆放权，不断创新，拓展视阈。
“策”在前，“决”在后，先“出主意”，后“选主意”。
“选主意”只能由行政领导者和政府来做，来“决”。
“决”要限制空间，限制权力，把握好行政决策的边界，不可跨越公域的界限而僭越了私域的权限。
　　多“策”少“决”是指行政决策的特点。
多“策”就是民主，就是要发动群众，群策群力。
好的政府就是要少做行政决策。
少“决”就是集中，就是简约行政，少做决策。
因而，少“决”就一定要授权，中央政府就地方事务要少做决策而授权于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自己
做决定；地方政府同样要少“决”而授权于企业和社会，由企业和社会决定自己的事。
少“决”可以缩短时间，赢得效率，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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