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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涵

20 世纪，新公共管理运动促进了西方很多国家的政府变

革，改变了西方各国的行政管理模式，政府管理思想和政府权

力职责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融入了一些私营企业的管理方

法和经验，不仅提高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还从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政府、社会和大众的和谐。关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含义

大致如下。

1.1 政府职能实现多元化管理

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实践中，政府管理职能规定的较为

清晰，已经突破了过去传统的管理模式。政府占据管理模式中

的主导地位，在政府的协调下，各部门的关系更加紧密，可以

在互相协调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主体思想。

1.2 政府为公民提供最大化的服务

政府部门要改变过去对公民的观念和认识，这是新公共

管理理论中较为明确的变化。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政府将公

民作为重点服务的对象，能够根据公民的工作、生活和发展需

求来制定各种不同的服务政策，始终将公民放在关键的位置，

能够做到“急公民之所急，想公民之所想”，严禁在为公民服务

的过程中出现官僚主义。

1.3 借鉴私营企业的管理经验

过去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容易出现部门职能的交叉，分

工不是很明确。在新的公共管理理论中，政府可以借鉴私营企

业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方式，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提升政府部门的

工作效率，为公民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职能服务，进一步巩

固政府的权威性，提高执政能力。

1.4 政府部门要建立竞争机制

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政府工作效率一直是较为关键的

因素。之所以高度重视工作效率，是因为政府管理模式需要进

行全面的改革，以带动政府行政人员工作能力的提升。政府一

定要积极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在改革实践中，将

一些优化的竞争机制融入政府管理中，为各个部门制定合理

的竞争机制，提升部门之间的协调力度与工作效率，从而更好

地给公众提供服务。

简言之，公共管理就是行政管理，指的就是政府部门的管

理职能，在政府管理的过程中，不会涉及盈利性质。中国立足

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在探索过程中，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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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进行了明确的分工，逐渐完善政府管理模式，加强对

政府权力的监督和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与发展，公共管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逐渐加强[1]。

2 新公共管理理论给中国公共管理带来

的发展启示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政府管理模式的改革力度，也给新公

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措施，人

民成为政府服务的主要对象，中国政府管理职能的能力也在

不断加强。

2.1 建立服务型政府

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中国政府的管理模式发生

了一定的变化。过去中国政府传统管理模式的手段比较单一，

不能让政府职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经常会出现一些腐败问题，

这就从一定程度上给政府职能的权威性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鉴于时代的发展，政府管理部门就要对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进

行定位，重新规划各个部门的关系，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力

度，及时发现行政管理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改正，从而构建良

好的服务型社会。

2.2 打破经济市场的垄断局面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来后，都对政府

管理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也不例外，也对过去传

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展开了研究，积极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中

多元化的管理思想，并进行了实践和研究，在很多地区成立了

一些非盈利的机构。可以说，这些机构在中国的出现，不仅带

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实现了当地政府在行政管理方

面的有效监督，有效地减少了政府贪污受贿等问题。在借鉴新

公共管理理论的过程中，政府部门要对第三部门进行详细的

规划，在规划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将其当成一个发展形势，而

是要从人才培养和人才组建方面进行改革，吸取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方面的经验，改变过去传统的管理模式、政府垄断的局

面，立足于人民的需求进行有效的改革。在政策改革过程中，

要始终以民主原则作为核心内容，将人民需求作为政府工作

的服务重点[2]。

2.3 提高公共部门管理服务的效率

要将一些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理念融入政府公共部门

的管理中，进一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大量的西方新公共管

理运动实践证明，这是切实可行的。因此，人们在公共管理工

作中也要通过引进优良的管理经验和方法，来提高行政服务

效率，如企业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追

求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等精神，把这些管理的新方法和

有效手段引入公共管理中，不仅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

任感，还可以科学地衡量管理部门的工作业绩。除此之外，为

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应该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

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物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4 强化为公民服务的意识

公民的主张是新公共管理的重要导向，也是提高服务质

量的出发点。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管理模式强化了政府

的管理，但是没有过多地提及服务职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

展，政府要积极转变管理方式，创新思路，将服务意识的提升

作为工作的关键，将立足于公民的满意程度和社会的价值取

向作为管理的标准。为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是政

府的功能所在，而不是过去人们理解的对公民和社会行为的

限制。政府作为给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一方，和企业一

样，要遵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将公众购买公共产品的需求当

作工作指南。

人本精神是公共管理的灵魂。归根结底，公共管理主体的

落点是人，只有在充分尊重人，并且满足人的各项合理需求的

前提下，才能激发人的积极性去从事公共管理活动。只有在坚

持人本精神的前提下，体现公共管理的人文关怀，才能从根本

上避免公共管理出现的本末倒置，防止公民各种合法权利受

到侵犯。

2.5 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由于中国目前一些关于公共管理的制度有许多需要完善

的地方，在新公共管理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遵守当前的一些法

律和制度。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人们都要将行政改革作为

重要的发展任务。可以说，中国公共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健全

和完善行政法规，将公共管理的相关法规进行贯彻和落实，从

而为人事管理和行政管理提供有效的法制保证。

3 结论

综上所述，政府管理归根结底是为公民服务，在制定和完

善相关公共管理的政策和法规时，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始终以人民为主体，贴近人民的需求，在行政服务中做到严格

执法，有效制止一些不好的现象和行为。总而言之，制度是一

种手段，是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目标服务的，在制定和完善制

度中，一定要将其贯彻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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