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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共管理是一种整合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充分运用现有的公共权力，在改革和完善对社会公
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致力于维护、拓展与分配公共利益以持续地向公民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公共服
务的管理活动。
与此相应，公共管理学应是创造性地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系统科学及管理学等诸多学
科的理论与方法融为一体，研究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体系，是一个多学
科交叉渗透、集成创新的学科群，是一门追求卓越治理的科学和艺术。
它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促进政府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完善深
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以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和实践导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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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除适合公共管理研究生和本科生使用外，也适合与公共管理学科相关的研究生、本科生及各级
公共管理人员作为培训参考资料使用。
    本丛书具有以下特色：    其一，系统完整，是国内首次涵盖了公共管理全部二级学科及其专业教育
主要知识领域的大型丛书。
    其二，视野开阔新颖，广泛吸取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国内外公共管理和公共
行政领域新的研究成果，为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研究及教学的教师、学生、实际工作者提供了最
新的专业信息资料和开放、广阔的思维空间。
    其三，西部区域特征显著，丛书中利用了大量的案例，其中相当部分是取自于西部各省区公共管理
和公共行政的实践及理论探讨成果。
    其四，注重实用和操作性，突出应用性，强化案例分析的诠释功能，注重能力培养。
    其五，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吸取中国传统行政管
理思想和实践的精华，借鉴国外先进的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将其与新世纪
中国全面建没小康社会、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实践紧密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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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拉斯韦尔概括了政策科学的六大特征：一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
民主政体必须作为政策科学的根本前提。
由于政策与个人有关，因而分析政策必须分析个人对政策的反应。
由于个人意志反映在民主政体中，因而政策分析必须对政府和政治权力有敏感的洞察力。
二是它的哲学基础是理论实证主义。
为了追求政策的“合理性”，有必要使用数学公式和实证性数据，坚持使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
三是对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敏感的科学。
当人们选择一种模型进行分析时，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准确的记录。
四是跨学科的学问。
它是一门融汇了多种社会科学在内的新的学科体系，尤其是与政治学、经济学的融合，也包括与社会
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合作。
五是与政府官员共同研究的学问。
学者必须了解官员对政策的认识和所掌握的数据。
六是包含“发展模型”的学科。
在政策研究中，经济学家应建立经济发展模型，政治学家应建立政治发展模型，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
学家应建立社会文化发展模型，社会变化和发展模型是政策科学的核心内容。
以上述特征为标志，形成了政策科学的第一个范式或第一个分水岭，在政策科学成长过程中占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
　　（3）拉斯韦尔尤其重视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和研究，形成了这个时期政策科学的研究重点。
他把政策制定分为7个阶段，即信息、建议、法令、援引、实施、评价、终点，并据此提出政策科学
家在决策过程中可以作出的3种贡献：一是确定一项政策的目标和价值，二是收集和提供有关信息，
三是提出几种政治方案及其最佳选择。
　　2.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_70年代末）　　拉斯韦尔等人在政策科学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容
置疑，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
受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大背景的制约，拉斯韦尔等人的政策科学理论浸染了严重的行为主义色彩：
过分看重自然科学的方法，单一地追求对行为进行量化处理，而不考虑伦理价值在政策研究中的作用
；同时，政策研究与经济学也相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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