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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组织人事报》（2013-07-05 06版：理论评论 版） 

  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政府自身问

题”逐步改掉，使政府成为具有公信力的改革的引路人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在“改进不良作风、反对特权腐败、遏制权力腐败”方面高举高

打，明显地遏制了腐败和特权腐败的蔓延，使整个社会对反对权力腐败充满了信心。这其中，对“三公消

费”中“公款吃喝”的治理成效最为显著，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和赞扬。李克强总理讲的政府“越节

俭，越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是一条公认的定理，具有普遍意义。 

  从现代社会“政府自身治理”的角度来看，“花费越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已经是公共管理学的一个

基本常识。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建立一个“廉价、廉洁、效率、效能”政府一直是一个现代政府追求的

目标，而效率和效能政府的实现，最基本的前提是政府的廉价和廉洁。 

  首先，建立一个廉价廉洁政府，是现代文明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建立一个“官

员清廉、政府清正、政治清明”的社会，核心首先就是强调政府本身的“廉价和廉洁”。 

  我们知道，公共意识、公共精神、公共利益等，是现代政府追求和维护的基本公共价值。政府运行成

本过高，挤占、挪用和奢侈浪费公共资源为政府自身服务，政府公务员搞特权腐败追求自我享受，官本位

盛行等，其严重后果就是对全社会所信奉的公共价值的否定，是权力对公共利益的侵占，是整个社会公共

理性的沉沦，最终将导致政府公信力或权威的下降，导致社会公众社会信仰的逐渐丧失，导致社会规则、

社会责任、社会信任流失，使社会失去基本的安全、稳定和秩序。 

  因此，从现代文明社会的治理来看，一个好的社会首先表现为政府自身的“良好治理”，一个“好政

府”的最低道德和政治标准，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一个“廉价和廉洁”的政府。而社会公众对

政府的价值判断，一般是根据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经验事实，而不是根据宏大的理论敷陈。因此，政府自身

改革首先从“治标”做起，改掉那些群众反映较大、普遍不满意的不良行为就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其次，建立一个廉价和廉洁政府，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政府活动的根本要求。政治文明，就是指政

治制度文明。符合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要求的政治制度构建水平，是通过政府权力活动过程来表达的。一

个“廉价、廉洁、效率、效能”的政府，既是衡量一个政府公共权力“公共性”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国

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基本表征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真正实

现了从制度上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实现了公共权力服务于公共目标，实现了政府权力的廉价廉洁。 

  最后，建立一个廉价和廉洁政府，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公共权力运行的基本要求。新时期社会主义

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政府自身问题”逐步改掉，使政府

不会成为改革过程中“公共问题”的一部分，而是具有公信力的改革的引路人。要做到这一点，改掉群众



反映强烈的“三公消费”和政府的“廉价廉洁”是重要前提。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密切联系群众，群众也

会自觉地密切联系政府；政府和群众才会建立相互信任，才会有交流的氛围和环境，我们也才能最终建立

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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