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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赴英国考察行政管理改革情况的报告 

作者：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赴英考察团   

  

     为贯彻朱总理2002年10月16日接见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负责人时所做的关于“要借鉴外国行政管理改革经验”的指示，深入研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经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国务院副秘书长徐绍史批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组成由郭济为团长、高

小平为副团长一行8人赴英考察团，应英国高德培训中心和英国公共行政与政策学会邀请，于2002年12月13日至21日对英国进行了学

术考察和访问。  

    考察团访问了英国内阁办公厅、伦敦都市哈罗市政会、英国公共行政与政策学会、英国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牛津大学、剑桥大

学、伦敦都市大学等政府机关、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听取了英国首相行政管理首席顾问格瑞汉·马拉邦德，哈罗市副市长约翰·罗

宾逊，英国行政管理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兼英国公共行政与政策学会负责人安德鲁·维特，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英国皇家科学

院院士格雷·杜德桥（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伦敦都市大学副校长玻博·艾利特和法律、政府治理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卡尼·奥斯曼等官员和专家学者有关英国行政管理改革的介绍和专题报告，分三次与20多位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交流座谈，了解和掌

握了英国自撒切尔夫人执政至布莱尔政府推行行政管理改革的基本情况，重点考察了近年来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改革情况和电

子政务发展情况。  

    考察期间，我会与英方有关单位初步商定了2003年在北京由我会、北京大学、英国公共行政与政策学会、牛津大学共同主办、北

京大学承办“行政改革与公共服务”国际研讨会的事宜。考察团成员单位北京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有关负责同志还与英方有关机构

探讨了联合培养研究生、互派学者访问等合作事项。考察团还拜会了我国驻英使馆，向使馆主要负责同志报告了考察工作，并听取了

使馆同志对英国行政管理改革情况的介绍。使馆协助搜集了有关资料。  

现将考察收获与建议简要报告如下：  

一、英国行政管理改革的背景和理论  

    1979年撒切尔政府上台以后，推行了大刀阔斧的行政管理改革。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当代政府行政改革的动因主要是国内外环

境的变化，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撒切尔主义公共管理新思维的特征可以归结为四条：一是崇尚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主张尽量减少政府干预；二是主张廉价小政

府，节省开支，减少税收，从而激励私人资本投资，导致经济繁荣；三是加强对高级文官的政治控制，大力削减公务员队伍的规模；

四是政府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鼓励公私之间的竞争，鼓励公共事务向私营部门的转移。  

二、英国行政管理改革的主要内容  



    英国行政改革内容相当广泛、比较全面，涉及分权化、民营化、竞争机制、企业精神、非管制化、服务质量、对工会力量的限制

等。概括起来为四个方面：  

（一）政府角色定位与职能优化。改革着眼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目的是通过“卸载”实现政府从过去包揽社会事务的状况全面撤

退，回归小政府模式。改革的主要手段是非国有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  

（二）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机制。对那些不能完全推向市场的政府职能实行不同形式的社会化，如合同外包制、内部市场机制等，期

望通过竞争带来的破产、失业的威胁来激励公共雇员，提高公共部门绩效。  

（三）公共政策领域的改革。改革涉及到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交通、就业等各个领域。公共政策领域改革体

现出六个共同发展趋势：从平均主义式地对待所有人到给不同的人以不同待遇；从普遍性的享有权到选择和公共服务的定额配置；服

务提供者由公共机构的垄断到公私混合机制；从服务提供者的集中配置到某种形式的顾客选择；决策权从地方向中央集中，管理和财

务权向地方下放；预算配置上引进竞争和结果取向。  

（四）行政体制内部的改革。包括组织结构、工作程序、人事制度、监督机制、公共责任机制、管理方法技术等。  

    最具有英国特色的重大改革举措是设立独立的执行机构。1988年，英国政府开始推行“改进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方案”。方案

的核心是决策与执行分离，主要形式是在部门内部设立独立的执行机构，履行政策执行和服务提供职能。推行这一改革主要目的有：

减轻部长的工作负荷，使之集中精力考虑重大政策问题；提高高级文官的服务提供经验和管理技能；打破公务员统一的录用体制、统

一的工资级别、统一的考核标准，实行多样化管理，以利于履行多样化的职责；赋予管理者以充分的自主权，使之能充分发挥积极性

和创造性，实现组织目标；增加财务管理和人事管理方面的灵活性；提高透明度，改进责任机制和加强公众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监督等

等。  

    执行机构在中央各部制定的政策和资源框架文件下履行职责。框架文件以长期规划和年度报告为基础，其内容包括：“政策本

身；执行政策所需的资源；应该达到的目标和工作结果；管理者履行职责被赋予的自主权限；敏感政治问题出现时处理的方式和程

序。”主管部长承担制定框架文件并根据年度审查结果修改框架文件的责任，执行机构负责人对在既定框架下达到最佳结果承担个人

责任。与此相适应，在机构编制、人员录用标准和程序、工资级别和待遇、内部组织结构、财务管理等方面，执行机构负责人拥有充

分的自主权。  

     英国政府全面转换管理和责任机制，成为英国行政管理改革的一个转折点。体现为四个转变：工作目标从“规则为本”到“结

果为本”的转变；上下级部门从隶属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变；控制机制从投入、过程控制到结果控制的转变；权力从集中向分权制度

化的转变。有的学者认为，这些转变是政府管理“范式”的根本变革。  

    英国政府十分注重行政管理改革政策和措施的连续性。保守党推行的以市场化和“新公共管理”为主要方向的改革，基本上被工

党政府所继承。以对公有制的态度为例，工党修改了党的章程，取消了原党章第四条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在公共管理的操作

层次，市场机制和竞争、市场原则和引进私营部门管理技术依然是工党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主要手段。可以说，新工党的

“第三条道路”是在继续保守党政府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顺应环境变化的需要并总结前段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渐进调整。  

    布莱尔政府的行政改革纲领是1999年出台的《政府现代化白皮书》。《白皮书》追求三个目标：确保政策制定的高度协调和具有

战略性；以公共服务的使用者而非提供者为中心，确保公共服务更符合人民的需要；确保公共服务提供的高效率和高质量。围绕这三

个目标，改革集中于五个领域：（1）政策制定；（2）公共服务的回应性，即与公民需求的高度衔接；（3）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

质量；（4）信息时代的政府即大力发展电子政务；（5）公务员制度改革。 



  

三、英国行政管理改革的主要特点和问题  

（一）英国行政管理改革力度较大，效果比较明显。在政府和社会关系上，改革体现了政府退却、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等理念；

在政府内部管理上，改革体现了公民为中心、服务导向、结果为本、市场机制为基础等理念。  

（二）英国政府把行政管理的重点放在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上，主要手段是新的管理原则、新技术、新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

用。英国政府内部行政改革的侧重点是管理层次，这与我国行政改革的侧重点是机构改革显然不同。  

（三）英国的改革很激进，但又具有系统设计、稳步推行的特征。从雷纳评审、部长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新方案、下一步行动方

案、公民宪章运动、竞争求质量运动一直到后来的政府现代化白皮书，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阶段，改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追求的目标

有所不同，改革的主要形式不同，但不同阶段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且对每一重大改革措施都进行独立的评估，以保证下一步改革具

有坚实的基础。  

（四）英国行政管理的困难与问题。一是分权化导致了政府缺乏整合协调能力，执行机构存在各自为政现象；二是决策与执行分开

后，执行机构增多，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之间如何协调成为问题。三是工党执政后为了改善与公务员的关系，放松了对政府绩效的管

理，导致内阁各个部门、地方政府之间出现宽严不平衡现象；四是“数字鸿沟”使许多穷人无法使用因特网与政府打交道，使电子政

务的作用难以成分发挥。  

四、几点建议  

（一）我国深化行政管理改革要继续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牛鼻子”，引入一些新的措施，使转变政府职能落到实处。英国政府把

行政改革的重点放在决策与执行分开上，而不是简单地减少机构和公务员人数，这一做法有值得借鉴之处。根据我国的情况，党的十

六大提出“决策与执行相协调”是完全正确的。所谓协调，就是一方面要做到职能相对分开，另一方面又要使之建立起有机联系的机

制。在我国要强调树立服务理念，试行把地方政府机构中负责执行的机构单独设立，引入竞争机制，强化监督机制等。  

（二）行政管理改革要长期进行下去，并不断深化和完善。英国从保守党执政到工党执政，始终坚持进行行政管理改革，才有不断取

得的进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进行行政管理改革，要革除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

方式，是一次更加深刻的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中完成。要有长期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想准备。  

（三）把绩效管理纳入行政管理改革中。英国行政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大力推行政府绩效评估。建议把政府机关绩效管理作为深化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纳入下一轮政府改革方案，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  

（考察团团长：郭济；副团长：高小平；团员：周志忍、徐晓林、 马东旭、张宗友、郑万城、侯少华。执笔人：周志忍、高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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