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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书章与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建 

时间：2008-04-04 作者：任 剑 涛  

  作为新中国行政管理学科的奠基人，夏书章教授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发表论文呼

吁重建行政学科的人、是行政学恢复过程中编写出第一本《行政管理学》教科书的

人，也是第一位撰写出版行政管理学专著的人，他在新中国行政管理学重建的过程中

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 改革开放后率先呼吁重建行政管理学 

  行政管理学在西方产生之后，中国学者很快就予以重视，1896年梁启超就在《论

译书》中倡导“我国公卿要学习行政学”。通过翻译、引进了国外学者的行政学著

作，中国学者开始了自己行政学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学者撰写的行政学著

作陆续问世，张金鉴在1935年撰写出版的《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被认为是中国的第

一本行政学著作。中国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设立行政管理学课程，成立了行政学的

全国性组织。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政治学、行政学等

学科被迫中止了。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1979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

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 

   夏书章教授率先响应，在1982年1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出第一声呼吁：

“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他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事

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

立法），这样，我们就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2］这一声呼吁，

打破了30年中国行政学的沉寂局面，恢复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作为独立学科在学术界的

地位，拉开了中国行政管理学重建并复兴的序幕。 

   随后，夏书章教授趁热打铁，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频频撰文。

他指出：必须在行政管理领域进行拨乱反正。1984年8月，在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

部主持召开的全国首次“行政管理学科研讨会”上，夏书章教授建言：“不能什么事

都和资本主义对着干，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政治学和行政学，我们就取消。难道我们

就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学？”他反复申述：我国的行政

管理和行政学应当有中国特色，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有必要深刻地了解国

情，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为了申明宗旨、揭示精髓，夏书章教授不辞辛劳地四处

奔波，讲学授课，做学术报告，开学术会议，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大江南北。 

   1988年，鉴于学科发展势头比较顺利，夏书章教授抓住时机，继续撰文呼吁：把

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引向深入是时候了［3］，与1982年《人民日报》的文章遥相呼应，

在全国大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共鸣。他还连续向有关部门建议，提出要设置行政学专

业，讲授行政学课程，开展行政学研究，成立行政学院等。 

  二、重构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建，一切都是从头开始。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教学内容和学科

体系。夏书章教授以1982年在全国政治学讲习班所讲“行政管理”讲稿为基础，协同

黑龙江、吉林、山西、湖南四省社会科学院的部分科研人员和骨干，集思广益，于

1985年出版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本《行政管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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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门学科定下了理论框架和实质内容。 

  《行政管理学》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为指导，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批判地汲取、借鉴当代各国行政学和行政管理的先进理

论和方法，同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科学保持密切的关系，研究的是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行政管理，是民主管理与科学管理高度统一的新型国家行政管

理。该书确定和阐述了我国行政研究的主要内容， 

  为求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和创新，本着“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学及

其普及和提高而继续努力”的宗旨，夏书章教授邀集所在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

老、中、青三代教师，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于1991年6月主编出版《行政管理学》

（中山大学版）新教材，使之体例更完整、观念更新颖、内容更充实。此后，该教材

不断再版更新，到2008年已经推出了四个版本。 

  三、培训师资，培育人才，重建中国行政管理学队伍 

  中国行政学科重建之初，由于学科停办了30年，面对的是学科断层、人才断代、师

资奇缺的现状。为此，夏书章教授不仅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连续呼

吁：“必须发扬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把有限而分散的人力、物力集中

使用，尽快做出成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开课授徒。 

  1982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举办起“亮相、启蒙、播种”作用的全国

政治学第一期短训班，夏书章教授亲临讲授行政学课程，吸引了大量学员，打下了坚

实的人才基础。如今活跃在全国政治学和行政领域中的中坚分子，不少人就是当年从

该班学习后成长起来的学科骨干。由此，这期短训班被同行亲切地比作政治学和行政

学界的“黄埔一期”。 

  夏书章教授非常关注党政干部的培训，他连续在中组部、人事部举办的司局级干部

学习班、全国市长研究班讲“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市政管理”；在国家教

委行政管理学师培班、干训班讲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政治学与政治学会”；

参加各种座谈会……夏书章教授为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市政管理、高教

管理等培植了理论根基和成批的教学研究及行政管理骨干。此外，夏书章教授在国家

行政学院筹建期间即曾为培训班讲课，并在1988年发表专文认为 “筹办国家行政学院

的时机已经成熟”［4］。  

  短期培训可以解决急需，但长远之计还在建立专业基地，夏书章教授为此不遗余

力。1980年，他在北京参加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期内，就会同到会的10位老先生一

起，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建议在高校设置政治学系，系统地培养政治学、行政学

人才。强调建议要培养专业管理人才，在普通高校内设置行政学系、专业，讲授行政

学课程、开展行政学研究、成立行政学院、出版刊物等。 

  在他们的呼吁奔走下，政治学专业和政治学系开始复建。 1986年，国家教委首先

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批准了兴办行政管理四年制本科专业，同年，武汉大学开始在已有

的政治学硕士点中开招行政管理方向硕士生。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两校的政治学系得

以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行政管理研究所也得以创建。1987年，南京大学开招政治学

与行政学专业，中山大学恢复行政管理专业的招生。1990年后，一些学校的政治学系

学习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模式，纷纷改名为政治学与行政学（或政治与行政管理）

系。 

  中山大学也是在夏书章教授倡导下于1987年恢复建立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后

发展成为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1994年起招收硕士研究生；1998年6月中山大学经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我国第一批行政管理学三个博士点之一。 

  夏书章教授对帮助国内其他高校的行政管理学科的建设也十分热心，只要兄弟院

校需要，他总是伸出援手、热心扶持。他先后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山

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的名誉院长；担任武汉大学政治



学系名誉主任；兼任汕头大学、江汉大学名誉教授；受聘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著名大学的兼职教授。他在各地所作的学术演讲，反

响强烈。他以其独到的见解、生动的论述，充实着中国行政管理的理论领域，启迪并

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 

  四、参与组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夏书章教授十分重视发挥学会或专业委员会在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1984年8

月国务院办公厅、劳动人事部在吉林市召开的行政管理学研讨会上，夏书章教授高声

呼吁成立全国性的行政管理学会。会后，他作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副组长，为

学会的成立积极奔走规划。 

  在夏书章教授作为主要成员的积极参与筹备下， 1988年10月13日中国行政管理

学会正式成立。在此后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学会共换届四次，夏书章教授一直担任

学会副会长，参与领导学会各项事业，关注学会的发展。他十分热心地参与学会的工

作，尽管年事已高，但每次开会，他都尽可能地参加，每次参加都会认真发言。万一

实在不能到会，他总会认真地准备一个书面发言，郑重地拜托会议代为宣读，几乎每

一个与会者都能从中体会到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学会、对事业的那份沉甸甸的情感和深

深的关注之情。 

  夏书章教授一贯倡导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团结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包括理论工作

者、实际工作者及各方有识之士），强调学会的群众性和广泛性，也十分重视学会服

务于改革的宗旨，强调学会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他主张：“中国行政管理

学会将是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 他认定：“学会的宗旨，在于加强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研究，积极为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工作作出贡献，也就是为改革

服务”。在包括他和同事的努力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一贯以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力

量，研究行政管理科学，发挥参谋咨询作用，致力于促进政府管理科学化、法制化、

民主化和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宗旨开展各项工作。 

  在担任学会副会长的同时，夏书章还长期担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所办学术杂志

《中国行政管理》的顾问，为杂志的健康发展出谋划策、尽心出力，在办刊宗旨、风

格定位等方面都给予了明确的指导，他谆谆嘱咐办刊人员：杂志要做到“虚实并举、

点面结合”，“ 虚实并举”就是要顾及学术性、理论与和实践性、应用性的统一，

“点面结合”就是要注意到中国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难点、疑点、冷

点、重点、视点、盲点、优点、缺点”。这也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学会宗

旨。他还长期担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行政学教学研究分会的副理事长，在培养行政管

理学专门人才方面也发挥整体优势和作用。 

  夏书章教授在我国行政管理学的重建过程中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而今，

年愈九旬的他，仍在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着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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