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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联合国21世纪议程上曾提出：“一个国家求取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民和体
制的能力及其生态和地理条件。
”从新世纪中国第一个10年发展来看，中国经济实力尽管取得了极大提升，但是中国社会转型正在进
入一个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思想、伦理等各种问题交织并发的特殊阶段，中国政府正面临前所
未有的国内外各种压力。
在这样一个社会快速变迁的关键阶段，通过政府管理创新提高中国政府能力，既关系到当前国家安全
团结，又决定未来中国科学发展能否顺利实现。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把创新定义为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的能力的行为。
他把创新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创新，它在自然界中为某种自然物找到新的应用，并赋予新的经济价
值；另一类是社会创新，它在经济与社会中创造一种新的管理机构、管理方式或者管理手段，从而在
资源配置中取得很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前者以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为基础，后者却并不一定需要具体什么样的科学技术，但社会创新的难度
往往比技术创新的难度更大，其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要比技术创新更强。
在现代社会创新中，相比企业创新和个人创造，政府创新更加具有宏观性和导向性，政府改革与创新
往往会引领社会整体性变革，推动社会向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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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管理创新与能力建设》提出未来中国政府的改革应当从部门职能反复调整和行政权力过度
膨胀的循环往复中，转变到以政府管理创新和培育政府能力为重点的实质性改革上，逐渐形成适应现
代化和全球化要求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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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变成了世袭的贵族。
世袭的君主和贵族将原来不具有私人和压迫性质的氏族社会管理机关，变成了谋取利益和压迫奴隶的
机关，并设置军队、监狱等镇压奴隶反抗的暴力机器。
后来，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地主阶级的国家取代了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政府的性质相应地发生变
化。
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政府。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于它们各自的前一形态社会而言，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是历史的进步。
但就它们的剥削阶级性质来说，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由上可见，政府的起源与国家的起源密切联系，中外历史关于国家与政府的起源理论较多，比较
有影响的是：　　1.中国先秦诸子的“止争论”。
他们认为立政在于止争，即为了趋利避害而立刑政，政治之目的在于利民。
墨翟主张“尚同”，认为社会需要有统治者“一统天下之义”，“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
，人异义。
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
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
社会没有统一的标准，人们各是其义，就会杂乱无章。
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就需要“尚同一义”，“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于是便出现了“刑政”
。
韩非则认为，远古之时人少力薄，为战胜禽兽、疾病，获得食物，必须有圣人出，“使王天下”。
　　2.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自然论。
亚里斯多德认为政府起源于人类倾向于过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维护秩序、控制社会的需要。
政府的形成和发展是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同步的，它是由家族的父权扩大形成的。
　　3.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
他们认为政府是人们为摆脱自然状态的不便而自愿订立契约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命、
自由和财产。
如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过着和平、宁静、平等的生
活，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人们决定自己的行动，处理自己的财产和人身，无须得到他人
的许可或听命于他人的意志，人们有权保卫自己、惩罚犯罪，并在受到伤害时索取赔偿。
但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也有种种不便之处，他们缺乏确定的法律、公正的裁判者和执行正确裁决的权力
，当其成员受到损害时，得不到申诉和裁决，往往导致战争。
因此，人们为了摆脱自然状态的不便，防止战争，就应放弃自己的全部或部分自然权利，将它们让渡
给一个公共机构——政府。
实际上，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是人们按照理性原则形成的社会契约，是人们之间自然权利的相互交换
和转让，“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4.社会分工论。
以摩尔根为代表的近现代人类学研究认为，政府起源于社会分工，政府是公共事务的管理从一般社会
活动中分离出来并逐步制度化的结果，政府的出现表现人类政治分工的开始。
　　5.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府作为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工具，是随着私
有制的出现、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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