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管理学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行政管理学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040326024

10位ISBN编号：7040326027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陈瑞莲、 刘亚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11出版)

作者：陈瑞莲　等

页数：3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管理学导论>>

内容概要

　　《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程教材：行政管理学导论》共设十四章
，分为行政管理基础、行政管理主体、行政资源管理、行政管理过程和行政管理展望五大模块。
第一模块包括行政管理学概说、行政管理的制度环境、行政职能；第二模块包括行政组织、类行政组
织、行政管理者；第三模块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财务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第四模块包括行政决
策、行政执行和行政监督；第五模块则重点阐述行政改革和行政管理学的新发展。
　　全书力求以新的体系架构、新的编写风格、新的研究视角，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知识与
前沿理论相结合、中国同情与国际经验相结合的特色。
除正文介绍相关知识理论外，还设计了章前的重点问题，章内的专栏、案例，以及章后的小结、复习
题、案例与思考等板块，为读者更好地学习与阅读提供引导。
　　《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程教材：行政管理学导论》可供高等学
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社会相关人士培训、学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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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模块行政管理基础 第一章行政管理学概说 第一节行政管理学的含义 第二节行政管理学的发展脉
络 第三节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第二章行政管理的制度环境 
第一节制度环境概述 第二节正式制度环境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制约作用 第三节非正式制度环境对行政
管理的重要影响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第三章行政职能 第一节行政职能概述 第二节
茜方国家行政职能转变及其模式分类 第三节中国行政职能的转变与完善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第二模块行政管理主体 第四章行政组织 第一节行政组织概述 第二节行政组织的结构体系 第
三节区域公共管理组织 第四节行政组织的编制管理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第五章类行
政组织 第一节类行政组织的功能 第二节类行政组织的分类 第三节类行政组织的改革与发展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第六章行政管理者 第一节行政领导及其责任 第二节中层官员及其作用 第
三节街头官僚及其自由裁量权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第三模块行政资源管理 第七章人
力资源管理 第一节政府人力资源管理基础 第二节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和流程 第三节政府人力资
源管理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第八章财务资源管理 第一节政府财务
资源管理概述 第二节公共预算：政府财务资源管理的核心 第三节政府财务报告与政府审计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第九章信息资源管理 第一节政府信息资源和政府信息资源管理 第二节政
府信息公开 第三节电子政府与制度创新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第四模块行政管理过程
第十章行政决策 第一节行政决策概述 第二节行政决策的理论及其模型 第三节行政决策过程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第十一章行政执行 第一节行政执行概述 第二节行政执行的路径 第三节行
政执行偏差及其纠正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第十二章行政监督 第一节行政监督概述 
第二节行政监督的必要性与实现途径 第三节中国行政监督体系概述 第四节绩效评估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第五模块行政管理展望 第十三章行政改革 第一节当代行政改革概述 第二节英国
行政改革 第三节美国行政改革 第四节中国行政改革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第十四章
行政管理学的新发展 第一节协作性公共管理 第二节风险规制 本章小结 复习题 案例与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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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因而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按照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加以组织生产，由国家出资，政府负
责组织。
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电力、通信系统等由于是服务于社会，属于公共产品，其生产过程也称为
公共工程。
但是由于脱离市场约束而缺乏竞争，公共工程的兴建采取政府行为比私人行为缺乏效率，市政基础设
施和公共交通、电力、通信系统也可以引入市场方式，由私人公司出资和建造，并向使用者收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手不管。
鉴于这类设施生产过程本身涉及面广，需要组织、规划和协调，因此至少应由政府组织与规划，以节
约社会成本，避免资源浪费。
 （三）文化职能 文化职能指政府指导和管理文化事业的职能。
它是政府管理最古老、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精神文明状况相联系，在不
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内容。
文化职能是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文化政策加以实现的，其核心在于政府通过对文化事业的管理，
维护和弘扬一种意识形态，用以说明和论证统治与治理的合法性。
与国家用强制性的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相比，意识形态以软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思想，以达到对社
会的控制。
政府维护对社会思想的统治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实现的。
政治社会化就是形成、维护和改变社会成员的态度、信仰和感情的过程。
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文化管理部门等职能部门就是负责管理执行社会化的机构，并通过家庭、学校
、大众传播工具和政府组织等具体机构履行这一职能。
比如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对教学内容的审查，培养未成年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意识；通过对教学内
容的规定，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品行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一个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心理认同意识，来源于各种形式的早期教育，这是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统一、
民族团结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果一个政府的公共教育政策甚至不能加强公民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认同
感和凝聚力，就是公共教育政策的最大失败。
 此外，政府的文化职能还包括在全社会支持、鼓励、引导和提倡反映人类进步文明的积极的价值取向
（如迸取精神、社会责任感、自尊自爱等）、伦理道德（如公共道德等）、行为模式和健康的生活方
式等，防止和制止那些不健康的、有害于社会公共环境氛围的劣性文化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净化社会
环境，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
 （四）社会职能 社会职能指政府承担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职能。
它是政府管理中内容最为广泛、丰富的一项基本职能，凡致力于改善、保证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体现
人道主义思想的各类事务，都在社会职能的范围内。
现代社会中行政职能的极大扩张也主要是社会职能的拓展。
政府社会职能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提供社会保障。
在财政政策中，社会保障制度“逆市场风向而行”，自动关闭和开启，发挥着刺激或抑制需求，从而
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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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程教材:行政管理学导论》力求以新的体系架构、新的编写风格、新
的研究视角，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知识与前沿理论相结合、中国国情与国际经验相结合的特
色。
除正文介绍相关知识理论外，还设计了章前的重点问题，章内的专栏、案例，以及章后的小结、复习
题、案例与思考等板块，为读者更好地学习与阅读提供引导。
《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程教材:行政管理学导论》可供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作为
教材使用，也可供社会相关人士培训、学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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