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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西方政府体制比较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
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和西方国家政府体制进行了系统探讨，内容包括政府组织原则、政府存
续环境、层级政府关系、政府职能、政府机构、政府人力资源管理和政府决策等各个方面。
全书既在类型划分的意义上分析了中西方国家的政府模式、经济管理模式等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又
梳理了中西方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发展的现实图景；既介绍了学界已有的学术研究
成果，又不乏创新性探索与认识。

《中西方政府体制比较研究》对于政治学、行政管理学以及相关专业学习与研究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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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杰琳，女，1963年11月生。
现任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长期从事比较政府体制、比较中外政治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
曾主持省级和厅级政府决策项目、软科学项目4项，参与省级社科规划项目3项；获得省级和厅级优秀
成果奖7项。
其中主持3项；在《国际经济》、《人民论坛》、《郑州大学学报》、《理论导刊》等刊物发表论文30
篇。
主编和参编著作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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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关于政府、政府体制
 二、探索“中西方政府体制比较研究”新视角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其逻辑关系
第一章 中西方政府（广义）的组织原则——“三权分立”与“议行合一”比较
 第一节 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与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发展
 一、西方国家政府的组织原则——三权分立及其运行模式
　 （一）从“分权制衡”理论到三权分立体制的确立
　 （二）三权分立体制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模式
　 （三）三权分立体制的实质与作用
 二、行政集权民主制主导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
　 （一）从代议制政府走向行政集权政府
　 （二）行政集权民主制形成的原因及特点
 第二节 “议行合一”原则及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一、“议行合一”的思想来源与实践模式
　 （一）“议行合一”思想的发展与早期实践
　 （二）中国“议行合一”模式的特色
 二、“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的比较
　 （一）“三权分立”和“议行合一”各自的制度优势
　 （二）中国式“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的差异
　 （三）“三权分立”与“议行合一”的两难困境
第二章 中西方政府体制的存续环境比较
 第一节 西方国家政府体制的存续环境及其比较
 一、政府与立法机关的关系——西方国家政府模式比较
　 （一）内阁制政府模式
　 （二）总统制政府模式
　 （三）半总统制政府模式
　 （四）委员会制政府模式
 二、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一）英美法系国家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二）大陆法系国家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三、西方国家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与政府的关系比较
　 （一）选举与政党的关系分析
　 （二）西方国家选举制度对政党制度的影响
　 （三）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与政府组成和运作
　 （四）西方国家执政党、在野党与政府的关系
 第二节 中国政府体制的存续环境
 一、中国政府（国务院）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
　 （一）政府与立法机关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
　 （二）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二、中国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与政府的关系
　 （一）中国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的关系
　 （二）中国体制内政党与政府的关系
第三章 中西方层级政府之间关系比较
 第一节 西方国家层级政府之间关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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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一制政府模式与联邦制政府模式的比较
　 （一）西方国家的单一制政府模式
　 （二）西方国家的联邦制政府模式
 二、单一制国家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比较
　 （一）法国“中央集权型”单一制下的央地关系及其变革
　 （二）英国“地方分权型”单一制下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三）英国单一制与法国、日本的比较
 三、联邦制国家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比较
　 （一）“二元联邦制”下美国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二）“合作联邦制”下德国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三）德国联邦制与美国联邦制的不同特点
 第二节 中国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单一制的政府结构形式及其特点
　 （一）单一制下多样的央地关系
　 （二）中国单一制政府结构形式的特点
 二、理顺和完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大变化
　 （二）中国央地关系调整与法国、日本的比较
第四章 中西方政府职能比较
 第一节 西方国家政府的职能行使与变革趋势
 一、西方国家政府的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
　 （一）政治统治职能并非实质上减弱
　 （二）社会管理职能从有限到扩张
 二、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和模式
　 （一）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及其手段
　 （二）西方国家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模式比较
 三、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一）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历史演变
　 （二）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变革及其趋势
 四、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政府职能创新
　 （一）新公共管理对政府职能的创新
　 （二）质疑新公共管理对政府职能的创新
　 （三）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超越——新公共服务理论
 第二节 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及其借鉴
 一、中国政府职能之转变与重构
　 （一）政治职能重心的转变
　 （二）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转变与重构
　 （三）关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之分析
 二、对西方国家政府职能变革之借鉴与反思
　 （一）关于政府职能市场化
　 （二）关于政府职能社会化
　 （三）关于政府职能分权化
　 （四）关于政府职能履行方式的企业化
　 （五）关于政府治理电子化
 三、实现中国政府转型——构建服务型政府
　 （一）服务型政府提出的背景
　 （二）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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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主题与相关因素
第五章 中西方政府机构比较
 第一节 西方国家政府机构比较
 一、中央（或联邦）政府机构的基本类型与设置依据
　 （一）西方国家中央（或联邦）政府的机构类型及其比较
　 （二）西方国家政府机构设置的依据
 二、西方国家政府机构“大部制”改革实践及经验
　 （一）英、美、澳、日“大部制”改革及特色经验
　 （二）西方国家“大部门体制”的优势和条件基础
 三、新公共管理背景下行政组织体制“再造”
　 （一）决策与执行分开，设立执行机构
　 （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
　 （三）采用市场化方案的“弹性替代结构”
 第二节 中国政府机构的设置与改革
 一、中国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
　 （一）中国政府机构设置的原则
　 （二）国务院（中央政府）的性质、地位及机构设置
 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及评析
　 （一）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及评析
　 （二）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以“大部制”改革为中心环节
 三、政府组织结构的优化与借鉴
　 （一）强化宏观管理、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部门
　 （二）实行大部门体制，决策与执行分开
　 （三）构建电子政府和扁平化组织
　 （四）推进机构设置与编制的法制化
第六章 中西方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比较
 第一节 西方国家政府人力资源管理及其变革
 一、西方国家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新模式的兴起
　 （一）西方国家政府入力资源管理新模式兴起的原因
　 （二）西方国家政府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新”模式
 二、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变革及其发展趋势
　 （一）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及基本原则
　 （二）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变革及其趋势
 三、西方国家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机构体系与运行机制比较
　 （一）西方国家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机构体系的类型
　 （二）西方国家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的运行机制
 第二节 中国从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推进
 一、中国传统人事制度的改革及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
　 （一）传统人事制度的弊病和改革发端
　 （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
 二、中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一）中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差异比较
　 （二）对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思考
第七章 中西方政府决策比较
 第一节 西方国家政府决策的理论模式与实际运作
 一、西方国家政府决策的理论模式及其比较
　 （一）群体决策模式与精英决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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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性决策模式和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三）渐进决策模式
 二、西方国家政府的决策体系
　 （一）西方国家政府的决策机构和决策程序
　 （二）西方国家政府咨询制度及其比较
 三、西方国家政党、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一）执政党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之比较
　 （二）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和模式比较
 第二节 中国政府决策问题研究
 一、中国政府的决策体制与决策过程
　 （一）中国政府的决策体制
　 （二）中国政府决策过程简析
 二、中国政府决策制度的特色和发展逻辑
　 （一）中国政府决策制度的特色
　 （二）中国政府决策制度的发展逻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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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其次，中西方政府体制之间不是不能够进行比较的。
长期以来，在相当多的人的头脑里都有一个思维定式，那就是认为中西方政府体制不能进行比较，没
有可比性。
但实际上，中西方政府体制的比较不仅可以，而且必要。
“可以”比较，是说中西方政府体制都是与本国的国情和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并不是某个人随心所欲
的结果；作为人类政治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西方政府体制各有长处与短处，既有差异性又有共
同性。
有“必要”比较，是说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发现中西方政府体制的长处与短处、差异点与共同点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
种现象的钥匙。
”诚然，每个国家的政府体制都是适应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土壤而生长与发育起来的，
而且阶级社会里每一个国家特定历史阶段的政府体制都有其阶级性的归宿，因此，中西方政府体制的
重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显而易见的。
比如在政府组织原则上，有西方的“三权分立”与中国的“议行合一”的差异；在党政关系上，有西
方的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与中国共产党的“法定”执政地位及其“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差异。
恰如西方政府的每种行为方式、职能分类、机构设置、领导选择、人员任用、行政监督等，从根本上
说都带有阶级性的烙印，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一样，中国政府体制的形成与运行也具有较强
的阶级性和政治性。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西方政府体制管理层面上的共同之处。
由于任何国家的政府行为都是管理行为，而管理本身具有社会属性，所有政府行为都必须符合管理的
社会属性的要求，中国与西方国家概莫能外。
人员择优、机构精简、权力监督、廉政建设等符合管理的内在规律；理顺政府关系、规范工作程序、
讲求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等，也是任何一种行政体制都需要遵循的基本要求。
可见，中西方政府体制的差异与阶级性归属，并不排除两者的社会性与科学性的相通。
当然，能否对中西方政府体制的异同与优劣进行理性的比较分析，这是我们进行此项研究的重点和难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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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政府体制比较研究》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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