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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核心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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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面临着“双重超越”的我国公共行政如何在反思与构建中确立其核心价值追求，不仅是西方公共

行政理论与实践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也是当下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内在要求。以公共行政正义为核心价值的

服务型政府，不仅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行政范式，也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的

前提与保障。  

  关键词：公共行政改革；服务型政府；行政范式 

  我国公共行政的“双重超越” 

  超越传统行政，充分发展理性官僚制。中国公共行政理性化不足的现实决定了我国公共行政的首要任务是

要弥补传统公共行政的不足，应充分发展理性官僚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从国家行政转向公共行政。

公共事务须在国家和社会间合理分配，同时，给“第三部门”宽松、平等的竞争环境，优化政府职能，建立有

限政府。二从经验行政转向理性行政。理性的行政体制要求符合管理的原理和规律，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合

理配置政府的权力，合理设计政府结构和层次。理性行政还需要行政人员理念的更新，将理性行政内化为一种

自觉行动。三从权力行政转向责任行政。责任行政是以公民的权利为基础，政府的职能、权力范围取决于保障

公民权益、促进公民发展的需要。公共行政人员不但需要承担法律制度内的客观责任，更需要承担道德价值体

系内的主观责任。四从“人治”行政转向“法治”行政。必须明确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任务，切实体现出科

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现代性要求。 

  超越理性官僚制，树立服务行政的理念。理性官僚制是以政治-行政二分法为理论基础形成的一种实现最

理想的行政效率的行政模式，但官僚制对技术理性的无上推崇使人的主观创造性受到压制，在充分张扬工具合

理性的同时，带来了价值合理性的衰落，必然使得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20

世纪70年代初，西方行政学界开始用全新的视角和理念审视和研究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以及新

公共服务等理论相继被提出。西方国家有关“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因与中国固有意识形态对政府“公

仆”角色定位的契合，也因为与我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政理念相一致，这一理论与实践模式很快为

我国学者和政界人士所接受，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值得借鉴的一种典型范式。 



  公共行政正义：服务型政府的核心价值取向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要从单纯的管理型政府行政向以满足公民和社会需求为宗旨的服务型政府行政转变，

即要从公民的利益和意愿出发，致力于提供公平公正的、优质高效的、多样化的公共服务。然而，目前中国服

务型政府建设的困难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准备不足。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与特征、服务型政府的正当合理性、服务型政府的价值与伦理精神等问题，理论界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从

而难以为各级政府的服务型政府实践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导。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需要有自己的

理论基础，需要有明确的行政价值取向。因为行政价值是行政体系所内蕴的、本原性的精神性要素，是公共行

政的灵魂所在。诚如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所言，“无论任何人，欲研究行政问题，皆要涉及价值之研究;任何

从事行政事务的人，他实际上都在进行价值的分配。”①传统的统治行政以政治统治与社会秩序作为其核心价

值，近代以后的管理行政体现的是以效率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服务型政府行政也必然有其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

要求的核心价值要求。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行政模式，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性使得服务型政府不可避免地呈现

出多元性特征，体现为一种多元价值并存的行政模式，如公平、平等、民主、效率、公共利益、责任等。而服

务型政府的核心价值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无论是何种公共行政理论与范式都需要一种能够统领政府行政决策

与行动的核心价值，以整合行政价值的不同取向。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服务型政府的实质，才能有

效地为现实的政府行政提供一种“规范性标准”。 

  公共行政权力是公共行政价值的客观依据。公共权力的产生与发展表明，为了避免权力的强制性、排他

性、竞争性给社会带来危害，人类就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价值，以此来协调和均衡各种不同的排他性权力，实

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在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中，“有一种东西，对于人类的福利要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重

要，那就是正义。”②因此以公共行政权力作为价值基础的服务型政府必然以公共行政正义作为其首要、核心

价值。公共行政正义不仅体现了公共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是对公共行政权力公共性的张扬和私人性

的抑制;既体现了服务型政府民主行政的价值追求，也蕴涵着服务型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

向，同时也是公共行政人员德性的体现。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公共行政正义体现了服务型政

府民主行政的价值取向。其次，公共行政正义体现了服务型政府提供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第三，

公共行政正义是服务型政府行政主体道德的体现。 

  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国走向和谐的必然选择 

  体现正义价值的服务型政府构建不仅是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

根本保障和重要内容，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和重大意义。 

  以正义为核心价值的服务型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

健全和完善，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公共行政正义是现代服务型政府的核心价值体现，同时也体现了我

国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定位，蕴涵着衡量社会发展的内在价值尺度。当代公共行政是建立在民主体制基础上

的，公共行政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是一切国家权力及行政权力的本源，政府公共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为了实现

对人的尊严、人民的利益的维护。这不仅是公共行政正义价值的根源，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根本目的。只有坚

持服务型政府行政正义的民主价值追求，在服务行政中将对于人的尊严、人民利益的维护作为政府服务行政的

一项最基本的义务，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只有体现正义的服务型政府行政才能促进和谐社会的

实现。 

  体现正义价值的服务型政府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服务型政府在管理社

会公共事务、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共行政正义，确保社会公共利益居于支配地位，其所有的行政

决策和活动必须能够有效地凝聚、表达和实现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行政的这一目标与和谐社会对社会公共利

益的追求是一致的，两者的高度契合使得具有正义取向的服务型政府必然能够有效地推进和谐社会建构的历史

进程。具体来说，首先，坚持以正义为核心的服务行政，政府就必须通过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定来整合利益。

应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护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 维护社会公

平，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共决策中的各种非理性和认识偏差， 提高公共决策行为的有效性，更好地实现社会公

共利益。其次， 坚持体现正义的服务行政，政府就要遵循“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进行利益整合。以正义为

核心价值的服务型政府行政就是要在不同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在法制的框架内，避免行

政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实现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再次，坚持体现正义的服务

行政，就要建立健全政府协调社会利益的机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一个拥有高度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

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④通过制度化的政府与公众的利益沟通机制，政府与公众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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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得协调一致，通过双方积极的协商、交流与对话，确保政府服务行政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与社会需求，更

好地维护、实现和发展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和谐。 

  具有正义性的服务型政府为实现和谐社会提供了保障。责任行政是解决行政伦理问题的一种主体德性伦理

模式，是公共行政正义的德性伦理维度在服务型政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坚持公共行政正义，就必须坚持责任

行政，这是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实现和谐社会的内在保障。服务型政府的正义价值取向不仅是社会对行政主

体合理的价值期待，也是对公共行政主体的道德责任要求。库珀认为，外部强加的义务只是责任的一个方面，

它源自于法律、组织机构、社会对行政人员的角色期待，这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客观责任。另一方面，与客观责

任并列的是行政人员自己的情感和信仰的责任，是行政主体出于信念、良知而对于自己角色责任的主观认同，

即主观责任。在我国和谐社会构建中，以公共行政正义为核心的服务行政表现为一种主观责任体系，体现为这

样三个层次：第一，公共行政人员必须拥有正义价值观，这是服务型政府行政道德责任的核心所在。第二，树

立维护公共利益、为民服务的行政信念。第三，负责任的行政态度，这是对服务型政府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是

公共行政正义和为民服务信念的最外在的表现。(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注释 

  ①[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142页。 

  ②周辅成：《西方伦理学选辑》(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34页。 

  ③杨冬艳：“西方公共行政及其正义价值”，《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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