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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新公共服務是行政學研究晚近發展的主軸，其乃不斷省思傳統行政學及新公共

管理的討論課題，並針對政治體制體系內外環境的演化，所形成的新議題，所產出

的新觀念，以及新「公民」的要求，而建構七項新公共服務所要致力講究的時代精

神：認識公務體系的服務對象為公民，並非如企業界的顧客；全神關注公共利益的

追求，以平衡經濟個人主義的凌駕；重視公民意識的喚起，遠過於企業創新精神的

倡導；強調公務體系一方面要有策略性思維，另一方面在行動上要有民主的理念；

認知到利害關係人對公務體系的問責，並不是一項容易的作為，而要講究理據的支

撑；改變公務體系的核心職責，要偏重於服務，而非在導航；重視人文精神，強調

民主行政、協力文化及團隊動態。這些或許是台灣在建構新行政運作時，其必須面

對與精緻的任務標竿。 

這項新公共服務的精神標竿，既是時代演化下的產物，更是全球所企圖追求的

準繩，以提升民主行政的作為，誘引公民的向心力，鞏固政治體系治理的正當性。

不過，新公共服務精神的養塑，除了新公民要認清自己的重要角色扮演，提高協力

成事的意願與能力，並肯隨時關心服務的進展與指出業已出現的落差，提醒職司當

局的彌補外，還要由公務體系本身省覺自身任務的所在方向，深對新公共服務精神

的體認，並在這項發展的關鍵時刻，準備足堪勝任的素養、心智與取向。基於此項

行政課題的發展，《文官制度季刊》第一卷第三期，特以「新公共服務」為主題，

吸引學子有了標的以生產這方面的知識，從中辛苦地評審出五篇可讀性及參考性高

的論文以供讀者咀嚼，並寄望有心人以之作為基礎，一則應用於公務的運營，二則

延續知識生產的工程，三則激盪出有益於經驗與知識異花授粉的果效。兹為方便讀

者，特簡介各篇文章的內容及特色，提早引領讀者進入知識突破的旅程。 

第一篇認定：公務體系在面對新公共服務時代挑戰的歷史時刻，其在人力結構

上所出現的高齡化問題，提醒有關當局注意在民主治理的要求下，如何設計相關的

人事管理政策，用以應對挑戰及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 

第二篇分析：在電子化政府操作的當下，主其事者受到那些影響，對其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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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對民眾服務的回應，及對工作受監督而感受到的壓力，會有那些變化，並藉

之以規劃未來科技能力的強化，促成政府的優質化，民主的強建化及公民的有力

化。 

第三篇討論：公私協力的有效運用之道，並以兩界人才交流的草案作為評估，

指出草案未盡符應協力理論之處，進而建構可資實際交流的新興模式，並由交流的

過程，提供公務體系的思維更加策略化，創新化及接軌化。 

第四篇探究：公民参與再生計劃之所以失敗的因素，從中發現在民主治理盛行

的潮流下，參與的落差，抑或形式的參與，並不能滿足公民的治理需求，也未能注

入不同的視框，反省先前計畫的盲點，每易導致計畫的失靈，用以提醒職司當局，

今天所服務的對象已不是顧客，而是有主權者地位的公民，並於往後更加落實民主

行政的營為。 

第五篇解剖：行政政策企業家在政策行銷過程上所要扮演的角色，其不只要具

備企業家精神，並要與服務對象、相關利害關係人進行互動性對話，以合理的論証

說服主權者，再以兼收並蓄的風格進行不同視框的整合，方可打造公務體系推出正

當性鞏固的政策。 

這樣的文章鋪排因受限於審查的把關過濾，而未能盡力反映新公共服務的七大

精神，但已點出其精萃與關鍵的所在，或可供讀者作為思維啟發及行動的標竿。尤

其在講究電子化政府及民主治理的時代，身肩新公共服務的推動者，或可由中尋找

突破及發展的渠道。 

這一期的編務在相關人員的協力管理下，並受制稿源稀少的窘境影響，而得以

順利出刊，謹對出力之士表達謝悃。當然試院的同仁在背後的謀劃與安排，盡心盡

力地協助，才能將本期至為緊要又具實用價值的內容，呈現給各社群的人士，希望

能引起共鳴，並期朌成為本刊的主力消費者、協力者及生產者，使其邁向美國（公

共行政評論）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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