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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30年来中国行政体制经历了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改革的内容广泛，涉及面宽，每次改革面临的
环境、问题都有显著的差异，改革的结果也不一样，因此，要准确描绘30年改革的过程、总结改革的
经验、教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本书主要还带有明显的专题研究的性质。
除了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脉络、特点、主要经验等进行综合性分析外，主要内容涉及政府机
构改革、纵向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人事制度与国家公务员制度
、改革示范区的行政体制改革、电子政务、建设服务型政府、未来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与展望等。
本书的整体结构正是按照上述思路展开的，并从不同的层面对这一波澜壮阔的改革，进行了描绘和阐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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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文化背景　　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深刻改变了我国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起了社会文化体制的变化发展，而这些因素的变化也会对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影响
。
首先，教育事业的发展，门类齐全、结构完整的教育体系的建立，促使中国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
加。
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其更能理解和支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为改革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
，推进了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其次，改革开放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在全国上下形成了良好的改革氛围，以致开
展和加强我国各项改革事业，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为我国各项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争取了
广泛的民众支持。
再次，我国政府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在全国形成了崇尚教育、发展科技的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社会的发展，极大地激起了我国政府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学习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学习型政
府的形成，从而提高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提供了
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识支持。
　　（四）中国行政体制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除受中国整个经济、政治、文化
发展变化情势的影响外，还深受其自我调整和完善的内在需要驱动，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世界上任何一种行政体制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即使通过一次或几次体制改革，使体制日趋成熟和
完善，但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以及体制自身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以致体制改革的课题
时常被提上日程。
我国行政体制历经多次改革，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机构、职能、运行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
问题，需要进行持续不断的改革，以满足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更好地为经济建设、经济和政治体制
改革服务。
从本质上而言，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解决体制本身内在矛盾和回应外在环境变化从而达到自我完
善并与外界环境保持动态平衡、协调发展的过程，它是外界环境客观要求和行政体制满足自身内在需
求等多种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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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出版总署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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