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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职能反映了政府在公共领域的责任和功能,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而不断调整、完善。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两者相互制约、相互推动。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

因素的划分主要存在两类观点,一类将其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组织因素,另一类则从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方面考量。政府职能转变的阶段性目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的

一致性,关键在于构建配置合理、关系顺畅、权责对称的政府职能体系。为更精确地描述政府职能转变的

实施效果,应适时引入绩效评估工具。优化实施效果不仅应关注政府自身治理与能力提升,同时必须注

重政府与所处环境的互动。针对内部优化策略的讨论主要涉及体制、职权、机构、人员等,而外部保障机

制建设的核心在于完善“政府—市场—社会”多中心治理格局。下一步研究工作可聚焦政府职能转变的

理论体系和运作机制、实施绩效和影响因素、实践案例的比较分析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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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overnment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promp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afeguard social justice and realize social value.Along with the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 in 1970s in China,a series of reform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lated to the function
transformation,power operation,personnel management,decentralization,performance management has
carried out.Government functions reflect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ies in public domain and should be
adapted to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system.Therefore,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had
become the main line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Based on Kast’s organizational change process model,the paper organizes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from four respects: environment,

planning,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Firstly,the environment reflects the
adap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focusing on
why to change and which factors matter.Secondly,the planning reflects the goal which could be
used to 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action.It reflects the environment and guid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Thirdly,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volves the evalu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which includes analyzing the disadvantage for further
optimization.Fourthly,implementation path should put forward improving schemes regarding
the relevant internal optimization strategy and external security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ongoing
perform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echo general rules of the reform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s well
as organizational change.The progress and consensus are as follows:

Firstly,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is the inner require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t should be adj usted and improved with time,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the starting point and goal of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s well as the market
economic growth situa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that accompanies the
market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s affected by a number of factors.There are two kinds of views
for the division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Secondly,the framework for government management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centered around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has been
established.This framework is also the obj ective of the present reforms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ha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with th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its ultimate obj ective is to build a function system with rational allocation,smooth relations and
symmetrical responsibilities. Thirdly, despite of the difficulty on functions definition and
standard design,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ools help
to describe the effe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more accurately.Fourthly,

the optimization of internal strategy focuses on the institution,authority,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while the core of the external security mechanisms is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market-society″
polycentric governance pattern.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further research could be put forwar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mainly concerned the dominant elements within the government.
Compared with the latest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little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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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lying culture of change.And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be put forward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2 ) The
performa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measurement tools with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to introduce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gard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to the fiel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Way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assessment of public satisfaction should also be explored to highlight the driving role of the
public.Meanwhile,it is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reasons of changes,and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and rule of the influence path.(3)The comparison of the ca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With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actical case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democracy-building should be emphasized on to improve relevant internal optimization strategy
and external security mechanisms,which reflects the need of market economy building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environmental condition;planning programm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government functions;governance modernization;organization
reform;literature review

一、引　言

政府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正保障和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制度安排。伴随着我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系列涉及职能转变、权力运行、人事管理、
简政放权、绩效管理等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随之展开。其中,政府职能反映了政府在政治、
经济、社会等公共领域所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功能,规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必须

与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并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和经济制度的变迁而调整改变[1 2]。推动

职能转变也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线[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转变

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确定的六十多项改革任务多数需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实现;李克强总理在 20 1 5 年 5 月全国推进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强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是促进

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重要保障”;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

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

构”。作为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交会点,政府职能转变在今后相

当长的时间内是推进各项改革的重点和核心,从根本上制约着我国体制改革的全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弊端逐渐消除,

但职能范围过宽、政府管制过度等问题依然存在,未来单一目标式的改革将举步维艰,改革进程需

在国家层面的整体框架下系统推进[4]。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理念,为政府职能转变和全面深化改革确立了新的目标和整体性愿景[5]。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求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6 7],
而后者得以实现的前提是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职能现代化。这意味着下一步政府职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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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进程要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出发,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构建现代化的治理主体和治理

体系以实现善治。因此,评述现有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框

架,为政府职能转变为何发生、如何发生、怎样调控等问题提供知识增量,在构建配置合理、关系顺

畅、权责对称的政府职能体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府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等方面也具

有重要意义。
我国自 1 9 82 年起实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实质是对行政体系的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8]。

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内容,政府职能转变同样遵循组织变革的基本规律[9 1 2],可看作是政

府为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对各职能要素进行调整、完善和创新,从而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过程。基于此,本文借鉴组织变革领域经典的 Kast 组织变革过程模型①[1 3],从以下四个方面梳

理相关文献(见图 1):(1)环境条件。涉及实施背景、参与对象及运作环境[14],反映政府职能转变与

环境的适应性关系,聚焦政府职能为什么需要转变,以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环境状况与变动直

接影响政府职能转变战略的内容[1 5]。(2)规划设计。反映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用于界定行动边

界,既是对环境的反映,又指导转变的实现。组织的生存发展能力与组织和所处环境的结合程度密

切相关[1 6],由此衍生出的组织战略设计实施、组织环境与组织战略互动关系等问题始终占据着组

织和管理研究的焦点位置[1 7]。(3)绩效评估。涉及对政府职能转变结果的评价,政府职能转变会

影响组织安排、社会因素、技术设施等特征,并最终影响组织绩效和个人发展[18]。为保证政府持续

获得高绩效,必须对职能转变绩效进行评判。(4)实现路径。为将政府职能转变的环境适应性和规

划设计内容转化为高绩效的政府管理与服务[1],需在现阶段政府职能转变绩效的基础上提出改进

方案,包括政府内部的优化策略和政府外部的保障机制。

图 1　政府职能转变的维度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环境条件

(一)改革背景

以往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政府

除保护产权、制定规则外不应管辖更多事情[1 9]。但市场不是万能的,许多转轨国家基于上述思想

的变革非但没有带来市场繁荣,反而引发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这一现实促使学界对主流观点进行

了反思[20 2 1]。部分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谋求经济发展,适当的政府作用具有关键性影响[22],基
本观点包括:(1)市场机制在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上有功能缺陷[23];(2)由政府出面解决工业化、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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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st 组织变革过程模型认为,组织变革应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足够的适应性、适当的稳定性、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和

革新性。在此基础上,组织变革可通过八个步骤实现:(1)审视当前组织状态;(2)回顾、分析、评价当前组织内外环境;(3)
分析当前组织可能存在的问题;(4)识别、定义问题,明确组织变革的必要性;(5)定义现状与变革期望之间的差距,分析原

因;(6)根据原因提出变革方法,制定多种方案并讨论选择,提出绩效标准;(7)执行方案,实施变革;(8)评价变革效果,找
出有待改进之处,为再次变革做准备。



资本积累和收入公平分配等问题,效果更好[24]。事实证明,政府的不干预和过度干预都不利于经

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职能的边界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对我国来说,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着“权力被资本俘获”或“资本被权力俘获”的监

管困境,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又要驾驭市场经济,既要调动社会各方积极性,又要保持政府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这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高要求[2]。我国政府职能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发展情

况及时调整完善,政府职能转变必须综合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标。从这一角度

讲,政府职能转变实质上是要合理安排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与“看得

见的手”(政府干预)的结合。考虑到 1 9 88 年以后尤其是 1 9 9 2 年以来,竞争性环境使机构设置和人

员编制逐步规范、政府能力和行政效率显著提高、体制完善和机制创新成效显著,而如果没有有效

的政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于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中国而言,政府在完

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25],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存在逻辑联

系。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府职能的演进过程与规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互

动关系与互动机制等问题,特别是对两者的互动关系与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对于优化现阶段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而言意义重大。

(二)影响因素:驱动与阻碍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生的政府职能转变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处于动态、不确定性环

境中的组织必须提升环境适应能力[26]。根据组织—环境匹配理论,可将变革动力区分为情境动力

和组织内 动 力 两 类,而 后 者 可 进 一 步 划 分 为 触 发 动 力(precipitating dynamics)和 使 能 动 力

(enabling dynamics)[27](见图 2)。组织变革被认为是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组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这种划分标准也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28 3 1]。

图 2　组织变革动力机制模型①

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②,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兼具两种制度变迁模式的特征,一是由国家强制

推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二是对制度需求的回应,即在不改变根本制度条件下的制度创新。因

此,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可看作是由政府完善自身的内在动力和来自环境需求的外部动力共同

作用的[32]:(1)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涉及发展政策、体制机制、市场质量、社会组织等[32],依据各外

部因素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强弱作用对比,逐渐形成市场驱动的“欧美模式”、政策驱动的“东
亚模式”以及政策、体制、市场协调驱动的“中国模式”[33],同时各类社会组织凭借各自在资源、利益

分配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对政策制定、体制建构、市场完善的影响力与日俱增。(2)政府自身因素。
可概括为文化、架构、拥有或能支配的资源[34]以及绩效[35]:多元化的文化氛围有助于变革中采用

更具创造性、有效性的解决途径[36];架构涉及政府机构的效率、柔性、管理创新性等[37],政府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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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考 R.Greenwood & C.R.Hinings,″Understanding Radical Organizational Change:Bringing Together the Old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 1,No.4(1 9 9 6),pp.1022 1 0 54。
新制度主义把制度变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为诱致性变迁,一种为强制性变迁。在诺斯看来,国家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法律

和秩序,在其他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压力之下,国家会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强制式的制度变迁。



职责同构、利益诉求等影响着转变进程[3,32];资源的关注点集中于财政[37 3 8],财政分权的压力、效
率以及对政治利益和公民利益的管理等要素,在推动变革进程方面起到的作用比意识形态

更大①[3 9]。
从另一角度看,影响一个国家公共行政的生态要素主要有五种,即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

络、符号系统及政治构架[40]。由于沟通网络和符号系统都与文化因素相关,分析转型期中国政府

职能转变影响因素时,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四方面考量[32]:传统观点认为,政治支持的缺

乏、变革推进持续力的不足是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41],政治制度背景、政治家干预等在变革的内容

和特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8,42 43],生产力发展水平影响着地方政府在不同混合经济体制之间的

选择,而社会主流精英价值观也会对地方政府改革的落实产生重大影响[28]。除政治、经济、社会环

境外,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在各自政治背景下的政府职能转变与行政改革过程,可知国家的文化、历
史发展进程等对变革轨迹的影响也不容小觑[44 45]。

在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无论是从组织内部、外部进行归纳,还是基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

视角的分析都已经取得广泛认同。进一步研究至少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1)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影

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现有成果缺乏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影响因素归纳缺乏标准。(2)探讨政

府职能转变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哪些影响因素在现阶段起关键作用? 哪些还未得到重视? 各因

素如何影响政府职能转变? 影响路径呈现怎样的规律性? 对此,以往文献多停留在经验梳理和定

性分析上,还需进行科学化、定量化的实证测量。

三、政府职能转变的规划设计

政府的使命选择必须与其实际能力相适应,以保证政府的运行和权威,实现对社会发展的实际

作用,这也应是包括职能转变在内的一系列行政体制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政府是公民间契约

的产物,其公共性和有限性都决定了它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任何时

期、任何国家的政府职能都无法脱离服务于社会发展的目标[46]。如果政府职能偏离公共服务和社

会发展的要求,应进行反思并予以修正[47 48]。纵观西方国家的实践探索,变革目标可概括为:(1)政府

的任务驱动、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2)简化政府架构、优化决策流程,减少公民和企业的负担;
(3)对环境适应性、管理专业性和文化变革实现路径的探索;(4)人力资源管理创新;(5)协同治理,
国家职能审查和不同层级政府间权力的再分配[49 5 1]。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也是对上述精神的反映。通过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健全宏观调

控体系、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最大限度增强我国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保证公共服务、社会发展等

职能正确履行。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现阶段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目标是从自

上而下的传统管理型政府逐渐转变为以治理和善治为目标的现代服务型政府。相比农业社会的统

治型政府和工业社会的管制型政府[52],服务型政府在治理理念上强调公民、社会本位,以服务为宗

旨,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调政府的有限性,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和社会协调发展[53 5 4]。从 2004 年温家宝同志强调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到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职

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以服务型政府为核心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变

整体框架得以确立,并成为引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54]。有关服务型政府的环境、
技术、结构、管理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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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财政分权提高了政府产出,降低了政府预算和政府腐败,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成本效率、可问责性和资源调度能力,但
如果没有足够的监管力度和法律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运用财政分权仍可能产生不良后果。



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目标,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确立意味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在核心价值

理念上发生了重大调整[4],体现出将政府主要职能转变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的决心。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协调统一,各治理主体的行为限

定在完善的制度体系下;只有将部分职能交由市场和社会,政府才有更多资源投入到监管、服务和

治理中[5 6]。从这一角度看,服务型政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脉相承的。
但应看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服务型政府构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化的国家治理

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法治体系和规则体系,服务型政府的贯彻实施需要全频谱治理工具的配合,包括

在法治化的制度约束下强制性手段的合理应用,因此,对“服务型政府”的完整表述应该是“法治的

服务型政府”[4,6 7]。另一方面,尽管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职能从偏重经济、政治向体现公共精神的

方向转变,但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并不意味着弱化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5 6]。建设服

务型政府是现阶段职能转变的阶段性目标,除此之外,责任性、回应性等精神也亟须实现。事实上,
建立服务型政府进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更多的是指在并不完全放弃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调整具体

职责之间的位次关系[57],而如何根据市场经济规律、社会转型需求和政府的普适性角色规范,构建

配置合理、关系顺畅、权责对称的政府职能体系,才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实现政府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关键。

四、政府职能转变的绩效评估

在公共服务领域对制度转化为具体管理行为、管理秩序的评判、控制和监督,有助于保障社会

公平、提高公共服务质量[58],而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竞争性市场的缺失,更凸显出绩效评估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5 9 60]。任何一种绩效评定过程都有自己的评估维度、评估指标与绩效等级,指标体系

中所包含的量和质的规定性①都是政府职能的反映[58]。但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绩效进行科学评判并

不容易,至少存在两方面难点:(1)职能界定的困难性。由于市场失灵与市场有效之间、公共产品与

私人产品之间并非截然对立,且公私界限可能随时变化、国家与政府关系缺乏梳理,这样增加了政

府职能的界定难度[57,6 1],南亚地区公共部门变革就因此步履维艰[62]。(2)标准设计的困难性。评

估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变政府人员的意识,提高政府的可问责性和运行效率[63],这一目标虽然明确,
但却缺乏具体判断标准[64]。

对政府职能转变绩效的评估可从组织变革绩效评估中获得启发。在与后者有关的研究成果

中,大部分力图从全局层面对变革绩效进行评判,另有部分研究着重选取某一特定视角而展开。其

中,前者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变革绩效的维度划分上(见表 1)。
而在变革绩效分析视角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体分为两类:(1)财政视角。财政资源提供方式

决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决定了政府的基本职能和定位[70],整理分析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可
探寻政府职能转变的脉络和趋势[2]。(2)正义视角。基于分配、程序、交互视角[71 7 2]的澳大利亚水

资源改革案例分析显示,基于此视角的评价同样可行[73]。
基于财政支出视角的数据统计显示,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脉络呈现两个主要特点,即经济干预职

能逐渐淡化、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强化[2]。但整理分析政府职能转变绩效的相关文献,发现实施效果

仍存在以下不足:(1)政府自身的运行机制有待完善。涉及中央地方的事权划分、财力分配,同级政

府部门间合作协调,以及机构设置、人事管理等问题。(2)政府与市场边界尚未明确界定。政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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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标体系的量的规定性主要指政府在其职能范围内做了多少,质的规定性主要涉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和结果,以
及是否符合职能的规定性和公众要求。



分、政资不分等现象依然存在,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行政审批程序烦琐。(3)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相对薄弱。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尚不完备,社会组织亟待健康化、制度化发展[2 3,8,54]。除此之外,卓
有成效的绩效测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服务领域成本信息的时效性,这对地方政府透明运作也

提出了更高要求[69]。

表 1　部分文献中变革绩效的划分维度

类别 评估维度 文献支持　　

一般组

织变革

(1)变革结果(与最初变革目标的比较,与预测将来状况的比较,变
革制度化的进展情况等)
(2)变革过程(变革实施速度,变革针对组织和个人的成本投入,变
革引起的意外行为和事件)

Connor 等[65]

(1)内部运营能力(战略和运作计划的有效性,团队的发展和有效

性,领导能力的持续提升情况)
(2)外部竞争能力(产品服务的质量和竞争力)

Hicks-Clarke 等[66]

政府变革

(1)机构规模(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的变化情况)
(2)政府腐败

(3)公民满意度(基于政府变革绩效的公民评估结果变动情况)
Sun[67]

(1)效率性

(2)透明性
Yokoyama[63]

(1)司法(法治国家建设,善治的一般原则)
(2)经济(效率性、效果性、经济性)
(3)社会或政治(民主、社会基础和透明性)

de Peuter 等[68]

(1)外部层面(透明性、责任性及公民参与情况)
(2)内部层面(决策执行以及资金利用效率情况)

Pontones 等[69]

综合来看,相关研究仍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也是下一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绩效评估研究的切入

点:(1)评估结果的定量描述。现有文献侧重于对绩效的理论探索和定性描述,缺乏定量化测评结

论,理论与现实存在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评估报告以定性描述为主,缺乏客观标准[74]。研究

制定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测评工具,基于治理现代化背景对政府职能转变绩效进行科学测评和

统计分析,是下一步应当思考的问题。(2)评估主体的选取标准。来自丹麦的证据表明,现阶段对

变革的全面评价不足,主要为内部评估[75],考虑到以内部自评为主的方式很容易被指摘为是对自

身错误的宽容,如何提高评估工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仍需深入研究。治理现代化强调政府、市场、
社会的协同治理,对公民参与绩效评估工作必要性的讨论日趋增多[76],公民满意度已成为改善回

应性的有力工具[75],进一步的探索应着重优化评估标准,体现公民在绩效提升方面的驱动作用。

五、政府职能转变的实现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实行的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必须

扩大规模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这套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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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制面对内外部环境时显得愈发臃肿、浪费、效率低下,由此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绩效评估结

果也显示,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实施效果仍存在不足,一方面意味着政府自身的运行机制有待进

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反映了政府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仍不清晰,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治理主体的

职能边界亟待明确界定。
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为代表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强调地方政府应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6],

坚持职权法定原则,职责范围外的向市场和社会分权[77],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监管、服务和治理中;
强调从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向多元主体共治的国家治理体系转变[78 7 9]。公共事务治理成效越来

越依靠政府与公民、社会、企业之间相互影响和良性互动。一方面,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形势迫切

要求政府治理范式创新,这对政府自身优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系统

工程,关联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各类主客体和软硬件,需要各要素全方位支持。治理

现代化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不仅要将治理理念、治理方法和治理工具有机统一,还要在政府、市场、社
会三者能力权衡中动态调整职能边界;不仅关注政府自身治理与能力提升,同时关注政府与所处环

境的互动[4]。

(一)内部优化策略:体制、职权、机构与人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角色变迁与政府职能

转变也始终贯穿其中。尽管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治理,但在当前背景下,政
府仍然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并处核心位置的治理主体[5]。无论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体

系还是培育成熟的社会体系,抑或是推动政府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完善,都取决于政府角色的现代转

型[4]。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自身的优化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在经典的组织变革架构钻石模型[80]中(见图 3),技术、任务、人员、结构等变项能够描述由组织

变革导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这对评估组织变革的影响意义重大[81]。此后学者依照具体研究内

容,对这一模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改进[26,82],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学者对钻石模型的扩

展和完善也做出了贡献,依据中国政府现行状态及中国社会发展现实要求而提出的政府职能转变

的基本路径[1],涉及体制、职权、机构、人员等内容,这是分析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自身优化策略

的有力工具。

图 3　组织变革架构钻石模型①

1.体制

制度创新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首要路径[83]。但有多位学者指出,在变革战略实施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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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考H.J.Leavitt,″Applie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Industry:Structural,Technological and Humanistic Approaches,″in
J.G.March(ed.),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Chicago:Rand McNally,1 9 6 5,pp.1 144 1 1 70。



管理者是趋于保守谨慎的[84 8 5],体制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也会增大变革阻力[7,86 8 7],政府职

能转变在上述方面的理论准备与事先设计相对不足。
为更好地贯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政府需参与建设社会保障、经济监管两大体制,确保对

基本政治价值的一致性认同[1]:(1)社会保障方面,将法治的治理方法和工具融入服务型政府建设

理念中[4],建立规范的法律体系和政治秩序,为政府自身行为提供科学规则,为公共管理社会化、公
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等提供制度安排[1];利用公共财政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使用

者提供支持[5],建立以税收为主体、规范性收费为辅的地方公共收入体系,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

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约束有力的地方政府预算管理体系,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

入[3,5 7]。(2)经济监管方面,可参考国外经验,在企业社区中“嵌入”制度安排,保障企业精英对

政策的认同,协调政府与经济部门间的关系,构建垂直命令与约束架构下的横向咨询协调

模式[88]。

2.职权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对区域市场的过度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激烈争夺,政府间利益冲突不

断,加之政府在竞争中争相利用行政权力维护地方利益,过于重视经济职能而轻视社会职能,导致

行政壁垒林立、歧视性政策不断出台[89]。解决此类“跨界公共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政府体系

内不同利益间的协同[90],这涉及对现有职权的优化再分配。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政府职权的现代化改进可从政府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展开:(1)在政府内

部,由于存在利益分歧的行动者常会支持不同的政策与任务,协调不同的政策、政务是非常重要

的[9 1],可借鉴“协同政府”理念①,建立不同部门间决策、执行、监督的协调运行机制[3,54],确保不同

政策领域间政策的一致性与整合性,避免职权相互割裂、相互掣肘、相互抵消现象。(2)府际关系

上,最大的挑战仍是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49,92],解决关键则在于实现行政

区划刚性约束和地方政府激烈竞争双重作用下政府间职能分工和权力匹配的均衡化、制度

化[89,9 3 9 4]。府际关系发展的一般趋势表现为通过把责任转移给地方政府来分权,通过增强各级政

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自主权,在统一的政治法律框架内开展府际良性竞争与合作,实现纵向权力结构

的合理化、制度化。

3.机构

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间存在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机构的存在关系到政府职能配置和政府对社

会的治理;职能是机构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机构设立和变更的依据[3]。政府治理能力与效率也取决

于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与工作流程[5]。现阶段政府机构改革目标长期停留在机构精简层面[57],机
构的增设、精简循环往复,却忽视了更为本质的职能与机构的协调配置问题,机构改革需与职能转

变有机结合[57]。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首要任务已不再是降低行政成本,而是如何通过良好的结

构安排,在对市场进行有效监管的基础上,为社会公平地提供优质服务[90],实现政府运作的现

代化。
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度看,机构改革核心主题涉及四个方面,即机构分化、机构转型、机构

规范和机构活力[1]:(1)机构分化方面,理顺政府内部关系,推动决策、执行、监督等机构的分化分离,
完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3]。(2)机构转型方面,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发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

能,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54]。(3)机构规范方面,加强对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清理完善,实现审批的规范化、责任化和法制化[83]。(4)机构活力方面,以智能化信息技术推进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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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端于西方语境下的“协同政府”治理理念主要强调政府的改革设计必须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和前瞻性,体现政府多项职

能之间的合理平衡。



政务建设,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5],降低行政成本,提升政府效率和政策透明度[49,53]。

4.人员

完善的公务员制度是政府实现价值追求的主要载体,政府职能转变的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成效均依赖于公务员群体。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及日益深化的经济社会变革背景下,旧体制及其

附属的传统价值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基于现有经济、政治、行政体制框架的公务员制度改革需

从应对市场经济发展变化出发[95]。
为建设一支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务员队伍,推动职能转变及治理现代化进程,高层

管理者特别是具备专业素质的人员有必要在变革设计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96],建立健全公务

员的录用、考核、激励和培训机制[3,94]。代表性优化路径包括:(1)关注公务员心理契约①,公务员的

种种不良行为与其感知到心理契约得不到履行存在着密切关联,通过建立共同愿景、实施参与式管

理、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完善以人为本、注重公平的心理契约理念,有助于提高公务员满意度、忠诚

度、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组织公民行为[97]。(2)实施政府雇员制,伴随外部环境变化而改变的政

府职能对公务员能力和政府组织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市场化运作与契约式合同,由政府雇用

专业技术人才进行管理,有助于推动政府人力资源体系建构与完善,缓解机构精简与人才稀缺间的

矛盾,吉林、珠海、深圳等地的相关实践即是应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变革和创新[98]。

(二)外部保障机制———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视角

政府职能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各国在调整两者关系方面投入了大量资

源,而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非政府组织(NGO)更是对亚当·斯密“政府与市场”二元结构的有益

补充。政府、市场、社会也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三大基本要素[99],这种多元协作的治理体

系将大大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三者关系问题时,对政府、市场或联合性协调

机制(公民社会)中任一机制的过度迷信都应极力避免,三种机制各有优劣,应当综合运用以解决转

型进程中的社会经济问题[100]。改变过去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在市场效率、计划的专业性

和民主的社会选择之间实现平衡[10 1](见图 4),构建“市场主导—社会自治—政府服务”的现代治理

结构[93,102]。

图 4　政府变革的平衡路径②

1.政府与市场

20 世纪在实践“华盛顿共识”过程中,苏联、东欧等国家普遍陷入秩序混乱与经济衰退,多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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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作为组织行为学的概念,心理契约反映了员工和组织在雇佣关系中应该付出什么、得到什么的一种主观、内心的心理约

定,蕴含着双方彼此间对相互责任和义务的期望和认知。而公务员心理契约是指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公务员所感知到的

彼此为对方提供的责任。对大多数公务员来说,无形的心理契约较之于有形的经济契约更能影响和决定公务员的行政心

理、行为和结果。
参考 M.E.Warner,″Reversing Privatization,Rebalancing Government Reform:Markets,Deliberation and Planning,″
Policy and Society,Vol.27,No.2(2008),pp.1 6 3 1 74。



见认为“华盛顿共识”过度忽视和弱化转型期的政府制度能力建设,否定了政府对市场的指导作

用[102]。现代化进程及其所带来的涉及市场、行政和财政的分权化改革必然导致政策目标的冲突

和紧张关系[37]。政府在建立不能由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制度的同时,应对社会民众的公共偏好进

行规范,否则必然会形成“弱政府—弱市场”的低效制度陷阱[103]。
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在管理中引入市场理念,但并未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做出明确界定[10 1]。

为弥补上述缺陷,政府必须重塑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能设置能否与市场发展相协调一致是现代化

进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和最明显的标志[104]。与苏东国家相比,中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注重提

升政府能力,在此基础上创建市场经济制度并整合社会结构,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基本经验。

政府与市场的理想关系应当是一种“强政府—强市场”的“市场增进型”治理结构:一方面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市场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10 1],政府需正确认识中国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状况,按照市场逻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105],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3,83]。同时也应意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绝不意味着市场原教旨主义所

期望的政府退出,相反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现对市场经济有力的监管[78];市场机能的展现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对产权与交易秩序的维护[5],不管是直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实现规模经济

的努力,还是仅仅借助市场的监督管理机构控制社会总成本,政府都必须强化市场监督职能、完善

市场竞争规则、规范市场秩序,保持市场管理者的地位[4,78,10 6 1 0 7]。当然在现在看来,监管市场还必

须面对高交易成本的困扰,这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基于契约和信任的网格型治理模式[108 1 0 9],这也是

理性、自利的政策行为者为在碎片化的公共部门中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所做出的一种战略性

回应[1 1 0]。

2.政府与社会

始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公共角色再回归不同于以往直接的政府垄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正

借助市场工具在维护竞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但政府不单是对市场过程进行引导,还必须为公民服

务[1 1 1]。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中,从行政理性价值到公共回应性价值的转变是公民参与的重

要理念性认识,从精英主义到多元主义的演变也对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产生了重大影

响[1 1 2],社会分化与整合机制的重构成为观察转型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着眼点[102]。一个能

实现良好治理的政府必须是公民积极参与的政府,有能力集合公民,帮助个体识别问题,通过协商

找出解决方案[1 1 3 1 1 4]。同时,迅速成长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在面对某些涉及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问

题时,相比政府往往拥有更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也证明公民性、参与性和公共价值回归的管理模式

应当以参与性和代表性为基础,而不应是竞争性的[10 1,1 1 5]。
从国际经验来看,所谓民主化“第三波浪潮”和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的分权化改革,增加了对

“参与式治理”机制的需求,明晰了地方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责任关系[1 1 6],有助于使社会力量成为与

政府、市场协商共治的治理主体。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现存政治制度基本框架下

演化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对传统社会秩序理论和福利国家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更是为政府治

理和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77]。
在现代治理结构中,政府应与市场、社会共同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任务。但在目前

看来,中国社会体系的发育程度还不足以支撑起社会组织全面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能力。在将部

分政府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时,需保证公民社会组织的健康化、制度化发展[4]。在规范政府职能,
减少政府对基层社会直接管控的同时,扶持引导社会组织成长,健全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

治理的渠道,逐步实现从政府管理社会到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协同治理的转变[5,10 5]。在此基础上,
逐步将政府微观层面的事务性服务职能、部分行业管理职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等转移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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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发挥社会监督力量,推动后者提供广泛、有效的公共服务[78,1 1 7 1 1 8]。同时,政府又必须担

负起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公平正义、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等职责,逐步建立健全动态发

展的风险评估机制、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便捷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广泛覆盖的矛盾调处

机制、坚强有力的群众利益保障机制等[78],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

互动。
总之,在基于政府自身的研究中,从组织变革架构钻石模型到政府职能形态分析框架,基本概

括出政府职能转变实现路径中政府自身的优化策略,相对而言忽视了对变革文化的角色作用的分

析论证。文化(包括愿景、信念、关系认知等)是长期社会学习和人员互动的结果,且具有隐蔽、不易

察觉等特点,因此在变革设计中容易被忽视[1 1 9]。事实上,在组织变革研究中,已有学者构建了基

于组织文化的改进型变革模型[1 20 1 2 1],进而提出了变革内容的显性、隐性二分法[1 2 2]。考察这类

要素的发展现状、运行机制,有助于完善政府职能转变实现路径的理论体系。而政府职能转变

的外部保障机制,其核心在于进一步优化行政资源配置并完善“政府—市场—社会”的多中心治

理格局。有关政府职能转变的进一步研究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1)市场、社会机制合理运作的

现实基础。市场是在竞争性环境中规制经济关系的最佳机制,但前提是以法律规则作为支

撑[50];参与式治理有助于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但必须保障公共服务提供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实现公共服务和受益者偏好的匹配[1 2 3],以往文献对上述机制的制度供给和需求尚缺乏系统调

研。(2)多中心治理格局的案例分析和经验总结。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政府职能转变与市场经济

体制的适应性关系,但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民主政治建设背景下,针对政府职能转变与民主

政治建设关系的研究还缺乏案例支持。事实上,一批以优化行政审批制度、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等为代表的地方实践已经展开,对基于地方经验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外部保障机制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

六、总结与展望

随着经济体制变迁,政府职能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需要做出调整改变。由于我国政

府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市场经济国家经过几百年才建立完善的各种职能,这决定了我国政

府职能转变涉及的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大、任务也更艰巨[6 1]。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

府的职能主要是实现宏观调控、保持社会稳定、建立市场规则、促进社会公平,逐步完善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对行政体系的组织变

革和流程再造,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内容,政府职能转变同样遵循组织变革的基本

规律。
基于现有文献在政府职能转变研究方面已取得的进展、共识及存在的不足,下一步研究工作可

聚焦以下方面:
(1)政府职能转变理论体系和运作机制。政府职能转变是一套复杂体系,现有成果主要关注政

府内部的显性要素,对隐性的变革文化考虑不足。文化因素在变革过程中的作用已受到广泛关注,
可借鉴组织变革理论成果,构建并完善基于变革文化的改进型政府职能转变理论体系和运作机制。
同时,现阶段针对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互动关系与互动机制的实证文献不足,需进一

步探寻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这对于更准确地掌握政府职能转变的演进路径,更深入地理解政府

职能转变理论体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2)政府职能转变实施绩效和影响因素。在绩效评估相关研究中,如何解决定量分析不足、

评估主体单一等问题,仍未有定论。有必要制定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测评工具,将组织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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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估已有成果引入政府职能转变领域,测评相关绩效及区域差异;探索基于公民满意度的

测评思路,体现公民在绩效提升方面的驱动作用。另一方面,针对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取得丰硕

成果,可在系统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分析变革绩效影响因素的效用高低及原因,探索影响路径

的分布情况及规律。这有助于发现现阶段政府职能转变运行的不足,为开展针对性优化措施提

供借鉴。
(3)政府职能转变实践案例的比较分析。变革工作在提升政府运行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在面对由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问题时并未取得突破[1 24],如果仅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问

题,则难免具有片面性,政府面临的深层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需在以往重视与市场经济体

制适应性互动的基础上,聚焦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基于地方经验梳理,比较政府职能转变的

实践案例,结合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完善相应的内部优化策略和外部保

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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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讯·

《中国近代文献图像数据库》的建设进展与特点

阮晓岚
(南京图书馆,江苏 南京 2 1 00 1 8)

图书馆组建合理的文献资源体系,对文献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与宏观调控,有效利用自身的特色资源,再现资源价值尤

其重要。本文就南京图书馆《中国近代文献图像数据库》建设项目的确立、遵循的标准、目前的成果及其特点进行探讨。

1.《中国近代文献图像数据库》建设项目的确立

“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是以中文文献为主轴的国际合作会议,会议主旨是研讨跨地域的中文文献资源共

建共享问题,旨在通过具体的合作项目逐步实现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推动全球中文图书馆和中文资源收藏机构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
在第四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上,南京图书馆作为国内为数不多、保存民国文献资料最为完整的省级公共图

书馆,在长期跟踪国内外图书馆特色数据库资源建设的前提下,经过对国内相关图像数字资源建设标准和部分图书馆图像

数据库建设状况的系统研讨后,提出了《中国近代文献图像数据库》建设项目,经过参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讨、论证,最
终得以确立。

2.《中国近代文献图像数据库》建库目标、进展情况及其特点

《中国近代文献图像数据库》建设的目标是,借鉴运用科技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重大项目《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

范建设》所明确的数字图书馆数字加工标准和规范,采用国内成熟的商用软件,建设一个立足馆藏特色、具有自主版权及鲜

明时代特色的中国近代文献图像数据库。对此,图书馆首先制定了数据库建设相关标准和规范,包括《中国近代文献图像

数据库》建设方案、图像扫描规范、图像文件处理规则、文献标引规则、文献分类词表、数据入库规则等。例如在图像文献的

标引上,注重对图像内容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的揭示,结合互联网上通行的检索习惯,利用软件平台所能提供的技术支

持,确定了题名、关键词、内容说明等字段为主要标引款目。在文字的表述上,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同时可以有繁体字版

本,从而让更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了解中国优秀的古代及近代文明和文献。在内容上,除了研究性内容外,尽可能地符合

现代人的需要,并使用系统导航树展现数据库框架结构。数据库导航树设计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体育、宗
教、法律、人物、民国建筑、民国风俗、民国广告、医药卫生、历史地理共 1 5 个栏目,每个栏目下设有多个子栏目。栏目的设

计结合数据库资源自身特点,展示民国文献特有的时代特色、背景特色,展示了数据库的架构与亮点。
截至 20 1 5 年底,已完成图像扫描 1 2 万幅,图像处理 1 1 万多幅,文献标引 1 0 多万条。我们将校对 4 次以上的 1 0 2 9 9

条记录通过南京图书馆网站和江苏文化网同步发布,吸引了读者,也引起了业内同行的关注和认可。
《中国近代文献图像数据库》取材于馆藏历史文献的精品,是原汁原味地再现历史,集史料性、学术性和观赏性为一体

的综合性中国近代文献图像数据库。当读者浏览数据库时,20 世纪 20－30 年代社会生活的众生百态鲜活生动地呈现在眼

前,东西南北、中国外国,内容丰富多样,形式生动活泼,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场景。在这里,无论是图像,还是文字,都再现了

历史的原貌;无论是从事民国历史研究的专家,还是喜欢怀旧的读者,都能够从中找到可资参考的文献。
综上,图书馆要使自己在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社会立足,必须争取主动,顺应时代要求,发挥资源、技术和管理优

势,走特色专题数据库建设之路,才能为自己在信息服务领域中争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同时也使分散无序的特色文献资

源得到系统化、有序化和深层次的挖掘,并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和使用,使传统文献在网络环境下重新体现其知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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