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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以来，服务公众逐渐成为现代政府管理的重要伦理责任，公共管理伦
理的理论与实践也随之受到官方与学界的日益重视。
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进程中，公众需求成为公共管理者的主导性伦理理念，公共管理伦理的建构也成为
政府廉洁与效率的基本保障。
对此，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已形成共识。
相应地，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公共管理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区别在于，国内对公共管理
伦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只是近十多年的事。
因此，虽然至今已发表不少著作与论文，但这些研究成果仍然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少文献在
讨论公共管理伦理问题时具有明显的“伦理化”倾向。
一些研究者从伦理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公共管理中的伦理价值问题，而对作为公共管理活动过程的
内在规律与运行机制关注不够，伦理分析游离于公共管理实践，给人以一种隔靴搔痒之感；二是相当
多的探讨带有“管理化”倾向。
这类研究试图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解释行政活动的伦理问题，但哲理性的伦理思考又显得不足，缺乏深
入的伦理解析，给人以一种不及要领之感；三是对“公共管理伦理”概念的理解含糊不清。
翻阅相关文献可以看到，许多论述公共管理伦理的文献中，实际讨论的是政府的行政伦理问题，而真
正根据公共管理的特征探讨行政伦理问题的并不多见，人们似乎更喜欢用“公共管理伦理”概念替换
“公共行政伦理”或“行政伦理”，因此，有关什么是公共管理伦理的问题上，提供的往往是似是而
非之解。
　　上述问题也是笔者在从事公共管理伦理教学与研究中深感困惑之处。
　　由此，催生了本书构思的两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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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从微观概念着手，梳理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明确本书所指的“公共管理伦理”的含意，
确立公共管理伦理理论的逻辑起点；梳理出前公共管理时期政府行政伦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理解公
共管理伦理的理论渊源；揭示公共管理伦理思维方式的特征，以及作为传统规范方法拓展的实证与后
实证研究方法；探讨政府公共管理事务的变化中伦理目标的转变，以及伴随这种转变行政伦理原则的
替换与价值导向的演进；从伦理视角探讨公共组织与官员偏离公共价值的必然性以及发生腐败的必然
性，进而考察各国为抑制腐败采用的途径与方法，包括我国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及其伦理途径的不完善
；从政府公共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着手，探寻公共行政官员与行政人员的个体道德能力究竟有多大，
他们在多元价值冲击下，是否有能力自主地选择履行责任的行为，包括服从或违抗的选择；最后，探
讨公共官员的个体道德能力是如何形成与提高的，以及这种道德能力的最高境界存在着怎样的道德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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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此，在国家的最高决策中，包含了如何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多种途径。
如先富起来的个人和企业可以对贫穷地区的人们提供技术和物质的帮助，以便对落后地区起示范带头
作用；先富起来的个人和企业可以从事一些公益事业，“提倡有的人先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
办教育、修路”等，让落后地区的人们感受富裕，向往富裕，创造富裕；也可以直接在制度层面上进
行政策性调整，如解决沿海地区与内地贫富差别别，“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
例如，征收所得税”。
这是最重要的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方多交一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
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③。
此外，对贫困地区特别困难的人们，国家可以拿出一此钱和物资给予援助。
通过这些途径，经济发展的高效率才不会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我国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平标准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起点
和归宿。
当社会经济极度落后甚至陷于停滞境地时，以效率为目的的分配制度（如有意拉开地区和个人之间的
收差距）可以起必要的激励效应。
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以后，就不能把效率看成是政府公共管理活
动的全部道德根据，共同富裕才是政府行政行为更重要的目标。
　　随着经济改革经验的积累和财富的丰富，公平导向的伦理标准对政府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共同富裕”平等目标的深化
。
胡锦涛在作十七大报告时特别强调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在我国特定的政府制度背景下，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目标，决定了政府行政活动的基本价值导向。
因此，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提出，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标志着政府的决策与管理已经超越简单的效率
目标，而是致力于追求全社会人民的共同富裕，公正与公平价值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把
它作为公共管理活动的评判标准。
这是在效率原则基础上，在更高程度上承认公平价值的重要性，也是对效率与公平之争在实践中作出
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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