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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科的进步与知识的增长来自于批判性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似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势。
毫无疑问，在过去将近30年的学科建设历程中，公共行政学作为一个学科，从无到有，并在20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发展壮大。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成就，也是我们前行的基础。
然而，我们决不能安于现状，也无法安于现状。
总体来说，过去将近30年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创建了一套完整的公共行政学教育体系。
经过国内同行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完整的公共行政学教育体
系——组建了一支教学、研究队伍，编辑或者撰写了门类齐全的教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各个领域展开了属于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
然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开始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提出了一些批评，也表达了一
些忧虑。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形成受人重视、受人尊重的研究成果，那么，公共行政学就很难发展成为一门受
人重视、受人尊敬的学科。
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的重点和成绩是建设学科，那么，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公共行政学必须将重点
转向改进我们的研究，提升我们的研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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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中国行政学研究评述（1995-2005）　　五、结论　　近15年前，美
国公共行政学家认为，美国的公共行政研究“没有应用高级研究方法，因此该领域内的研究是应用性
的、非理论性的、非积累性的”（帕里、克里默，2005）；而且，公共行政期刊上刊载的学术取向的
研究大部分都是资金不足的、概念性的、非经验的且极少涉及理论检验的⋯⋯公共行政学尚未发展起
一个累积性的知识基础，至少未在社会科学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休斯顿、德里，2005：103）。
近10年前，薄贵利曾将中国行政学的弱点归结为三个方面，“即理论上欠成熟、理论脱离实际和方法
论上的简单呆板”（薄贵利，l998）。
让人惊讶的是，这种反思大致上仍然适合今天的中国行政学研究。
对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言，当务之急是：中国行政学如何在整个社会科学中获得其应有的
学科地位，同时促进学科本身质的增长？
我个人认为，有如下几点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一）发展行政学中层理论，构建中国行政学研究
分析工具显然，为了把握中国行政学的现代性和本土性问题，我们必须能够构建——解释中国行政发
展问题的特定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从哪里来呢？
在某种程度上，中层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启示（麻宝斌、李广辉，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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