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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行政管理学年鉴》是一本评估中国公共行政学每年学术研究进展的学术年鉴。
本年鉴的主要目的是，每年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总结、评估与展望，进而推动中
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发展。
本学术年鉴将按照学术年鉴的国际模式进行编辑，主要以批判性的理论评估为主，而不像国内流行的
学术年鉴那样简单地罗列各个学术机构、介绍学者个人、罗列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
本年鉴的参考摹本是《美国社会学年鉴》、《美国政治学年鉴》等国际上著名的学术年鉴。

　　本年鉴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
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承办。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公共管理学年鉴2011>>

书籍目录

记录中国大故事　回答学科大问题
第一篇　基础研究评述
第二篇　理论研究评述
第三篇　实务研究评述
附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公共管理学年鉴2011>>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学者对新公共管理的经典理论、发展轨迹及前沿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
夏永祥（2009）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政府行为提出新的思考，冯建华（2008）论述了西方集体行动理
论的四种取向。
王臻荣（2008）批判性的提出一种不同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政府失灵的救治途径。
蓝志勇从西方公共管理改革实践的历史背景出发，重点就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
服务以及治理这四大理论的特点、渊源和理论效度进行综述和评论，并讨论了它们对中国公共管理发
展的启示（蓝志勇，2007）。
其次，治理范式相关文献研究为治理理论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的承接和发展作出努力（竺乾威
，2008；刘琼莲，2009；鄞益奋，2007），将公共政策与公共治理相结合探讨治理理论的新发展也成
为学者关注的课题之一（方卫华，2007；孙柏瑛，2008），也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范式、风险社会等
理论的指导下，提出有效治理的新战略（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公共治理课题组，2007；张成福，2009）
。
再次，新公共服务理论范式的探索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参考是近年来新兴起的又一课题（陶学荣
，2008；彭未名，2007），张立荣则系统阐述了当代西方“整体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为公共服务模式的理论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张立荣，2008）。
此外，仍有学者对最新西方公共行政范式进行不断探索比较，诸如何艳玲认为：相对于传统公共行政
范式、新公共行政范式、公共政策范式、新公共管理范式及治理范式，西方“公共价值管理”会是一
个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何艳玲，2009）。
张富则对后现代公共行政进行了批评性考察，认为从本质上讲，后现代公共行政仍然没有脱离理性认
知和官僚科层制的框架（张富，2006）。
 第二，在西方传统行政理论发展层面，近5年学者专注于理论的总结和概况。
这种理论总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关注西方行政学相关课题的演化过程及变迁趋势。
水口宪人（2006）分析了日本行政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颜佳华（2008）则探析了近百年来西方行政
价值观演变的特征、规律及趋势。
也有学者从更为具体的视角分析行政理论的变迁，如董礼胜（2010）在工具一价值理性分野下研究西
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变迁，王焕祥（2008）在权力视角下和演化博弈的分析框架中研究公共行政模式演
化路径。
其次，特定传统理论的综述也是受到学者关注的又一重点。
罗小芳将掠夺之手作为分析政府的一个新的视角，用掠夺之手模型描述政府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并寻
找限制政府的方法，反对扩大政府的职权范围（罗小芳、卢现祥，2010）。
朱旭峰综述了近几十年西方思想库研究领域的三个传统：历史路径、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研究，并分
别从政治学、政策过程理论与知识运用理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梳理了思想库影响力的理论
脉络，并比较了中西方学者对“中国思想库”的研究的两种不同视角（朱旭峰，2007）。
赵景华对政府战略管理经典理论“三角模型”进行了系统介绍，评析了使命管理、政治管理和运营管
理三大基本要素的作用，并结合我国政府管理实践进行了理论创新（赵景华，2009）。
最后，对传统理论课题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是该层面的又一亮点。
比如薛刚在论述腐败问题时，在三位美国学者的“过程模型”理论的基础上，作出创造性发展。
布瑞夫、白川和杜克里奇共同提出的“过程模型”作为解释集体腐败问题新观点，认为组织成员对集
体腐败的涉人可能是一系列决策和行为过程的结果，并且，当事人可能在并未形成对腐败行为的肯定
态度之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涉人了集体腐败之中。
薛刚在该过程中加入提出“腐败过程涉入点”和“腐败后果知情点”的概念，这是对“过程模型”的
进一步发展（薛刚，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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