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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和不断总结，我们编写了这本行政管理学教材。
　　行政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范围广泛、应用性强的交叉学科，它既吸收了其他学科的
研究成果，又有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政府管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的伟大转变，又经历了“入世”。
融入国际经济发展大潮的历史机遇，改革促进了我国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改革促使了人们对行政管
理科学化的理性思考。
    本书立足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立足于提高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水平，在思想陈
述上，力求简洁、明了；在内容安排上，力求完整、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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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方法在国外已研究近百年，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
我们要借鉴其先进的东西，来促进行政管理的现代化。
但是任何先进的理论方法，必须结合具体实际才能发挥其威力，增强其活力，收到理想的效果。
研究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环境，正是为了有的放矢地运用国外有益的行政管理研究成果，根据我国的国
情加以改造，为我所用，实施自己的行政管理。
闭关自守，拒绝借鉴国外行政管理研究成果中具有普通适用性的成分，只能停滞落后。
全盘端来，不结合中国实际，盲目照抄照搬，非但改变不了行政管理的落后状况，而且将阻碍现代化
建设的步伐。
2．坚定地把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作为政府的最主要职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加强对经济的
宏观调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我国政府的主要任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既决定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即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决定了政府组
织和领导经济建设是国家职能的具体执行和表现。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也是适应当前国际发展的要求，我国如不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就会在国际上失
去应有的地位。
政府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国
家行政工作的根本标准。
3．要根据各地区、各方面的不同情况和条件，实施行政管理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发
展不平衡。
但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区还有不同的具体区情。
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区情有很大差异。
各个地区内部也还有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对发展不平衡的各个地区，政府要采取切合实际的决策、措施、方法和步骤进行管理，不能“一刀切
”。
一个地区越落后，在现代化进程中越需要发挥政府组织作用，经济起飞越需要改革策应。
如开发西部的一些特殊政策等。
特殊应体现在因地制宜上，特殊应等于促进。
如果不顾区情，盲目要求同步、同速建设现代化，就会欲速则不达；如果一味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
贫困地区救济，没有恰当地启动内部动力的对策，只“输血”必然使那些地区“造血”功能衰退，危
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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