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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 ，科 学技 术的影响 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行政权是调控社会的主要公 

共权力． 因此，科学技术对行政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行政权理念的更新、行政权生存空间的拓展、行政权结 

构的改变和行政权控制机制的变革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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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是一个国家权力体系中负责执 

行权力机关意志 、维护社会经济文化秩序 、 

增进社会福利、管理社会事务的支配力。在 

以知识为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最终推 

动力的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 

展，极大地改善着社会的产业结构、劳动结 

构和生产力结构以及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 

方式、文化教育娱乐方式乃至人们的思维方 

式。社会关系的变迁客观上要求行政权与之 

相适应地发生变革。当然，这种变革并非全 

盘否定 ．而是在人类实践已取得的成功经验 

的基础上，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发展 

的要求而赋予行政权以新的时代内涵—— 

更新行政权的理念、拓展行政权的空间、改 

变行政权的结构、变革行政权的控制机制。 

1 科技的发展更新了行政权的理念 

行政权的理念，从抽象意义上讲，是指 

对行政权的 目的、性质和意义等所持有的总 

的信念 ，是关于行政权的规范性的认知模 

式，在深层次上规范和制约着行政权的各个 

方面。良好的行政权理念不仅在行政权内部 

产生导向、约束、激励和整合作用，而且会从 

根本上唤起社会公众对行政权的合法性信 

仰。 

近代，由于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社会关 

系比较简单，人们普遍认为在安全有序的自 

由竞争中每一个具有平等权利的人的个人 

利益都能得到最大实现：因此，传统行政权 

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同等权利的公民能 

够安全地 自由竞争的社会秩序。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以电力技术为主 

导的科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引发了许 多新的 

社会问题 ，加之市场调节失灵现象的逐步增 

多，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以提供秩 

序与安全为职能的消极的“守夜人”政府已 

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人们不仅需要政府 

提供秩序与安全 ，而且需要政府保护 自然生 

态环境 、救济和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经济地 

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为社会提供市场所不能 

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这样．行政权的服 

务功能得以逐步凸现。 

20世纪中叶以来，以现代字宙学、分子 

生物学、系统科学、软科学的产生为重要内 

容，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相互渗 

透形成交叉学科 为特征，以微电子技术 、核 

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信息技术、海洋 

技术等高技术群的出现为标志的第三次科 

技革命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人类社会开 

始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 

代。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源成了生产的 

第一要素。创新成了“民族进步的灵魂”，成 

了“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就不仅需 

要政府在极大程度上满足和激励个体的创 

新探索，而且要为这种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 

和良好的服务。正是这种科技 自身所具有 的 

一 种创新、探索的精神使政府的职能不能再 

停留在传统的强制管理的定位上．而应该去 

鼓励人们的创新精神，挖掘生产者的创新潜 

力。这样过去高高在上的那种统治性的绝对 

权威的管理理念就必须遭到抛弃，一种合 

作、协调的服务与创新理念就成了行政权的 

核心理念? 

2 科技的发展拓展了行政权的空间 

近代西方行政权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 

只限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在知识经济时 

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的发明不断出现：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 

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而对这些新的社 

会关系的调整和新的社会问题 的规范 ，必然 

拓展行政权的生存空间。 

首先 ，科技发展创造 了生活新领域 。在 

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触角已经敏锐地 

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科技的分类已不再是 

过去的几大门类。由于各个学科间的融合、 

渗透、交叉，形成了许许多多新的学科。学科 

门类的不断细分及学科总数的大量增加，不 

仅为我们进一步探索 自然界提供了新的视 

角 、新 的工具 ，也为我们的 日常生活增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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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的处女地。这些新的社会生活领域的 

出现，需要行政权加以相应的调控和规范。 

于是，行政权的调控范围不断扩大。如人造 

卫星上天、宇宙飞船试航成功、基因技术的 

发展导致了行政权的触角伸向太空和基因 

领域。而网络的出现又使行政权从现实领域 

延伸至虚拟的网络空间。科学技术在带给人 

类方便和收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负面 

效应。因此，防范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成为 

行政权调控的必然范畴。 

其次，科技发展使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 

越紧密 ，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知识经 

济时代是一个网络化、信息化 、数字化的时 

代。在这个时代，信息爆炸式地传播着，人们 

的交往能力大大提高，地球两端的人可以突 

破地域、时间的阻隔进行交流。个人交往如 

此，国家间的关系更是 日益复杂，社会事务 

变得空前浩繁。这些新的态势使传统的依法 

行政束手无策，赋予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为解 

决问题的迫切需要。同时，迅速发展的科学 

技术本身也需要行政权的规制。在古代和中 

世纪，科学只是象牙塔式的、个人或作坊式 

的求知活动，属于少数人的个人爱好、消遣、 

辩术或游戏，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 

响，技术也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影响着人 

们的生活。因此，社会没有必要利用公共权 

力对科学技术进行调控。在知识经济时代， 

科学技术的研究要求越来越复杂的仪器设 

备和其它物质条件，要求许多学科和许多技 

术人员的通力协作，所以科技研究工作 日益 

成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科学技术要获 

得 良性发展 ，就必须有有效 的组织 、管理工 

作，就需要行政权调控其中所形成的各种社 

会关系。 

再次，科技发展使大量的技术性规范需 

要被赋予法律效力。如，广泛存在于调整建 

筑、冶金、石化、环保、航运、铁路运输、医药、 

食品等行业的各种技术标准。而议会由于其 

成员主要是由选举产生的，缺乏专门的技术 

人才 ，无法制定这种技术性 的法律规范 ，而 

且议会立 法的程序也不能满足科学技 术发 

展的效率要求；相反行政机关具有大量的专 

门人才，行政的首长负责制又使行政能够迅 

速、灵活地对科学技术作出反应。因此，大量 

的技术性立法就被委任给行政机关来行使。 

同样，大量的技术性纠纷的出现也需要技术 

专家的参与才能很好地解决，而法院办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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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率适应不了瞬息万变的科技发展的需 

要。行政权由此走向了立法与司法领域。 

3 科技的发展改变了行政权的结构 

工业经济时代，大规模的集中型的生产 

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与这种分工精细、 

外部环境相对平稳的生产模式相适应，人们 

建立了官僚制，即“科层制”的行政组织结构 

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结构简单，行政信 

息关系清晰，与组织权威一致，且效率较高， 

然而，20世纪七 √ 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 

迅猛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科 

层制模式显得过于老态龙钟、反应迟钝，在 

变革与创新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行政权结构 

的重构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首先，科技的发展促使行政组织结构的 

扁平化。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 

进要求信息快速传递、决策迅速及时。而传 

统的层级过多、等级森严的科层制组织阻碍 

了信息时代信息的快速传递，影响信息的准 

确率，增加信息的成本，对迅速变化的外部 

环境的反映显得弹性不足，回应无招。网络 

的普及使决策层与执行层的直接沟通成为 

可能 ，为此 ，许多 国家纷纷减少或取消组 织 

中间管理层次，压平组织结构，削减信息流 

通环节，建立扁平型组织结构模式。这种模 

式层级较少，结构相对简单，不仅可以提高 

管理的效率，而且可以随环境和实际要求而 

不断变化和创新，自动、及时地对外界环境 

作出反应，适应外部环境迅速变化的需要。 

德国自1995年起，开始推行“精干政府”规 

划，裁减不必要的官僚机构和行政人员。我 

国浙江省出现的“强县扩权”的现象就是行 

政组织结构扁平化在我国的一种特殊表现。 

其次，科技的发展促使行政权结构由控 

制型向参与型转变。在工业经济时代，基于 

“人性恶”的理论假设 ，各国普遍建立了控制 

型行政权结构模式。这种模式通过物质刺 

激、利益分配的均衡，操作标准化、制度化， 

统一指挥、统一领导，严格纪律、严肃惩罚等 

控制方法抑制行政人员的个性，迫使他们循 

规蹈矩。而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已呈个 

性化趋势。它要求行政组织为员工的个性化 

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因为在这样的氛围中 

人们可以相互坦诚，无障碍地交流，协作，互 

相激发创新灵感，个体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 

尊重。不仅如此，它还要求行政组织结构简 

单、灵活，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控制 

型行政权结构模式扼杀了政府工作人员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 ，已难以适应这种发展趋 

势。在一个崇尚人性 、避免雷同的多元化知 

识经济时代，这种模式已成为社会个性化发 

展的障碍，建立灵活的参与型行政权结构模 

式已成为时代的要求。“没有什么比雇员参 

与更深入的了”。这种参与模式通过行政人 

员“对有关其工作、生活以及某些层级节制 

方面的组织决策的介入”，激发他们的自觉 

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推动社会个性化发展。 

第三 ，科技 的发展需要学习型的组织 。 

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源已经成为最具有决 

定意义的生产要素。这就需要“知识政府”的 

管理。这也就不得不考虑行政人员的知识结 

构 、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社会适应问题。这就 

需要行政组织自身要成为学习型的组织，各 

级政府官员要做出表率，充当知识教练，带 

领全体工作人员不断进行“充电”，更新知识 

结构，掌握新的管理知识，以适应知识经济 

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4 科技的发展变革了行政权的控制 

机制 

工业经济时代，西方国家大多数严格遵 

循着三权分立的权力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 

下，对行政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立法权和司 

法权的运用来实现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科 

技的发展促使了这种行政权控制机制的巨 

大变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行政权控制主体的多元化。传统 

的行政权控制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对行政 

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 

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以及行政权自控机制 

来实现的。社会力量很少成为控制行政权的 

主体。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发展促使行政 

权向立法、司法领域渗透，这使立法权、司法 

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很难得到实现。而科技发 

展所带来的公众素质提高，现代通讯技术普 

及等又使通过社会权力控制行政权成为可 

能。这一方面表现在行政权中的一些比较重 

要的权力，主要是指报偿性权力与说服性权 

力向社会权力的转移；另一方面社会舆论， 

尤其是新闻自由成为了第四种权力，有力地 

调控着行政权。这样不仅国家机关，而且公 

民、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都可以成为行 

政控制的主体，从而使行政权的控制主体多 



兀化。 

其次，行政权控制的法律范畴的广泛 

化。传统行政权控制机制是一种公法控权机 

制。公法 与私法的划分最早 出现在 罗马时 

期。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有关罗马国 

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公 

法不得被私人简约所变通”，“私人协议不变 

通公法”。此后公 、私法的划分虽然几经沉 

浮，到近代终于成为西方法学研究的前提。 

在现代“公法是关于国家的、政治的、支配 

的 、他律 的、公益 的规范的法”，是控制公共 

权力行使的法律。知识经济时代，随着行政 

权权限的扩张 ，出现 了报偿性行政权 、说 服 

性行政权 ，“使得严格的公 、私法二元论有利 

于‘行政向私法逃避’的现象正当化，即隐藏 

在公共权利及政府人格中的行政权借着私 

法规则而完全失控。基于此 ，人们提出了调 

整第三种法律关系的社会法来容纳行政法 

的新倾向。”因此，行政权控制的法律范畴也 

由单一的公法控制变为公法 、社会法等多种 

法律的规范和控制。 

再次 ．行政 权控 

制方式的多样化=传 

统行政权控制基本上 

是一种单纯的实体控 

制，无法律即无行政。 

这种控制权机制不仅 

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共 

有．而且在传统上注 

重程序的英美法系国 

家也存在这种倾 向。 

英 国法 院一直认 为 ， 

“只有行政程序中带 

有 司法性 质 的行为 ． 

⋯ ⋯ 才适用 自然公正 

原则，它不适用于纯 

粹行政性质的行为。”而行政司法权是行政 

权扩张之后才有 的，因此“自然公正原则”这 

一 普通法的程序规则在英国传统行政权控 

制机制中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知识经济时 

代，面对着行政权中自由裁量权扩增的现 

象，单纯采用实体控制的方式已经难以奏 

效。因为实体控权方式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 

权存在两个缺陷 首先，通过实体规则的细 

则化来控制行政 自由裁量权 ，实际上是依赖 

直接缩小自由裁量权来控权的，而自由裁量 

权的过度缩小是与现代行政对行政自由裁 

量权扩大的客观要求相违背的。同时，通过 

实体规则细则化来控权，实际上只足使自由 

裁量权在绝对量上缩小了，但并未真正控制 

住它 ，除非彻底取消 自由裁量权 ，否则剩下 

的缩小了的自由裁量权仍需依靠公务员的 

“良心”来保证其正当行使 因此在保留对行 

政权的实体控制的同时，积极采用程序控制 

的方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行政权控制的客 

观要求。因为程序控制“从行政行为过程着 

眼，侧重于行政程序的合理设计，行政主体 

的适用技术是在正当程序下以行政决定为 

特征的，

力的 目的” 它既能够充分发挥行政 自由裁 

量权的正面功能，又能防止 自由裁量权不被 

滥用 因此，知识经济时代行政权的控制方 

式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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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Knowledge Economy Age 

Abstract：The 2 1 st century is the knowledge economy age
．Science and technlolgy exerts effect into various as— 

pects of social life．Administrative Power is a public power that adjusts and controls society．So．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ects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whole azimuth
．Infections are mostly paid to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following aspect：renewal of idea
，expansion of scope，change of structure and transform 0f c0ntrol’s mechanism

． 

Key words：knowledge economy；science and technology；administrativ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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