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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际环境高度竞争背景下，各国发展都与公共管理改革密切相关，国家通过公共管理改
革提升了国家运营水平，提高了国家应对危机的水平，提高了政府运行效率，降低了运营管理成本，
有效推动了公共管理提升，也促进了公共管理水平进步。全球治理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下，促进
中国公共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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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ountr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Through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countries have improved 
their national operational level, improved their ability to respond to crises, improved government operational 
efficiency, reduced operational management cost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also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public management. Under the high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global 
governance, promoting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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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发展环境下，全球治理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背

景下，对中国公共管理改革提出了较高要求，在国际环境高度

竞争背景下，各国发展都与公共管理改革密切相关，国家通过

公共管理改革提升了国家运营水平，提高了国家应对危机的水

平，提高了政府运行效率[1]。降低了运营管理成本，有效推动

了公共管理提升，也促进了公共管理水平进步。 

2 中国公共管理现状分析 

中国公共管理发展过程中，主张通过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

务各项工作，提高市场保有率，在分析过程中通过公共服务提

供保障运行，促进经济发展在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提高公

共管理效果，促进管理提升[2]。通过引入项目预算、业绩评估

等建立中国公共管理体系，基于公共管理建立起政府项目预

算、服务行政服务等多项建设，提高政府管理水平[3]。 

通过建立起公共管理体系，优化现有管理理念，提高经济

效益水平，促进中国公共管理水平。提升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

促进管理优化，在管理过程中应用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促进新时

代发展，促进公共管理优化，建立起有效体系[4]。发挥市场优

势促进管理提升，促进公共事业优化。基于此建立起政府合作

体系形成主体，参与公共事业管理体系，对现有体系加以优化，

实现多主体公共管理提升，实现公平与效率提升，基于中国公

共管理建立起市场化运营模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升，促进

时机提升，优化管理理论，提升管理水平，加强政府整合[5]。 

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建立起专业的管理体系，

基于竞争机制建立起市场领域公共管理体系，加强公共管理，

促进效率提升，实现社会公平发展，大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管理绩效，提升优化服务和管理

水平，促进管理应用[6]。 

中国公共管理发展体系背景下，需要政府制定优化体系，

提升办事效率，优化管理体系，有效地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促

进社会经济体系发展。在发展中优化政府管理体系，促进公民

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政府履职能力构建，为人民服务建立起完

善体系[7]。促进经济发展，为人民提供优质服务，实现国泰民

安，让民众安居乐业。优化体系，保障民众利益[8]。 

3 全球治理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下的中国公共管理改

革分析 

全球治理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下环境下，中国公共管理

变革要求提高管理水平，实现政府管理职能提升，促进政府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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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有效地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促进政府管理提升，实现经

济发展，有效提高国家综合实力[9]。促进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

优化国家综合管理水平，实现中国公共管理水平提升，有效优

化经济学发展管理知识，提供有效的系统性适应性方案，促进

中国公共管理水平提升。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各方面工作还需

要持续提升，各种工作需要进一步优化，因此在此背景下建立

起有效管理体系，提升行政管理能力，使用公共管理体系优化

中国公共管理改革[10]。 

3.1 引入竞争机制，公共服务市场化 

采用现代化管理理念，引入竞争机制实现社会公共福利市

场化管理水平提升，在应用过程中创造有效提升公共服务能

力，在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时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民众提

供良好服务，满足民众需求。我国政府在中国公共管理改革应

用过程中注重借鉴西方有效做法，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治理高度

复杂性和不确定环境下，促进竞争机制构建，通过引入服务市

场化对市场经济进行优化，提升市场管理水平，促进管理优化
[11]。通过建立起竞争机制实现管理优化，在管理过程中强调引

入竞争机制，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在竞争机制构建上，如中国

公共管理工作人员需要通过公务员竞争上岗等方式加入组织，

为民众提供服务。在提供公共服务项目上，选择项目实施人，

引入竞争机制，选择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为我国民众提供公共

服务，满足公共服务需求[12]。在此过程中注重引入竞争机制，

对公共服务采用市场化方式进行改革，选择实力强、技术高、

运营水平高的政府作为运营管理，提升管理水平，优化管理能

力，促进群体利益提升[13]。此外，政府在吸引非公有企业进入

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和确保弱势群体

的利益[14]。 

3.2 开放服务领域，管理主体多元化 

在优化管理过程中注重开放服务领域的引入，提高管理主

体多元化水平，基于此建立起公共管理改革水平，提升管理体

系，在改革过程中贯彻成功经验，提高多元化主体理念，在此

基础之上以政府为中心，提高社会主体的积极性，有效优化管

理主体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共事务提升，有效的实现资源的配

置。通过开放服务领域建立起有效管理主体，实现多元化提升
[15]。注重政府控制职能的优化，提升政府管理水平。加强民主

行政能力提升，促进改革开放发展。有效的提高组织规模形式，

实现管理方式优化，建立管理业务体系，促进管理职能优化，

基于此建立起有效管理体系实现管理应用。在此基础之上，建

立起政府机构监督职能优化，实现公共管理水平，提升优化经

济质量，促进管理应用，通过加强有效的公共管理能力提升[16]。

建立起公共管理应用体系，实现功能提升，实现规范化，发展

和优化相应规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背景下

加强公共管理水平提升，实现管理主体多元化，通过多方加入

优化公共管理水平，建立起服务领域的多元化加入与管理体系

构建，建立起相互发展、相互监督的良好市场环境，共同推动

社会发展[17]。 

3.3 提高管理水平，绩效评估多维化 

通过政府绩效评估水平提升，有效优化政府管理水平，促

进政府部门与公众的关系提升，增强了政府公信力，通过建立

起绩效评估多维化体系，从多个维度对公共管理水平进行综合

评价。通过评价来提高综合管理水平，促进政府优化管理提高

绩效水平，有效实现绩效评估多维化水平，通过提高管理水平

实现 GDP 总量增长，提高财政收入，加强税收管理[18]。基于

GDP 总量对财政收入进行优化，实现税收管理按要求保持增

长，实现实际收入就业和失业管理提升，通过提高管理水平，

实现绩效评估多文化。以官方评估为主，建立起评估体系，实

现市场供应和供求关系的匹配，通过建立起标准的多位化管理

模式出现，实现 GDP 优化提升。通过加强评估对象和评估范

围的优化，鼓励各界人士参加，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促进评

估多维化的形成实现管理水平提升优化绩效评估水平。在评估

过程中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通过建立起绩效评估机构实现管

理提升优化管理体系。 

3.4 引入竞争机制，重视公众的力量 

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往往处于领导地

位，对政府来说需要有效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公众的服务水平，

基于此建立其有效竞争机制，促进企业参与到公共服务中。，

提高基础建设水平，有效的引入竞争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

进提高资源配置水平，优化政府管理职能，实现组织水平的提

升。优化公共管理能力、提高监督管理水平，实现管理提升，

保障公共服务的个性化，实现社会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

政府行政管理应用体系，促进公众管理，实现管理优化，基于

此建立公共水平，建立起公共服务个性化提升，实现有效发展

模式构建，以此实现公众参与。建立起公共服务个性化提升优

化社会公平发展模式的提升，建立起企业管理水平实现优化。

通过公共服务和竞争管理加强政府职能提升。丰富公共服务产

品的优化，促进实现公平化的发展模式提升。做好公共管理理

念应用，提高政府在公共管理领域应用提升，建立目标管理、

成本核算及绩效评估等方法，有效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引入竞

争机制，注重公众诉求，建立起有效需求了解和信息反馈，建

立起提升体系。 

3.5 公共政策的拟定与优化模式 

做好公共政策的拟定，通过优化模式实现政策优化提高政

府发展水平，在应用过程中注重高效理念宣贯，通过合理政策

拟定提高行政决策水平，促进政府管理提升，建立有效的管理

体系，提高调研水平，实现调研真实性的应用。在大数据、云

计算等多种技术高速发展情况下，建立起有效量化管理体系，

对系统进行分析，优化管理模式，实现管理应用，建立其行政

管理机制，促进管理提升，优化管理体系，实现管理应用，加

强行政管理机制构建，营造良好机制，实现改革提升。 

在管理过程中要建立起优化政策体系，实现行政管理体系

优化，通过中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对决策流程和决策模式进行

优化，提升管理应用，促进我国公共管理水平改善，特别是要

从细节入手，需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了解真实情况，所推行的

改革政策要与中国实际相契合，要具有实操性，能切实的解决

基层问题。在改革过程中需下沉到一线了解情况，获取一线信

息，优化改革促进提升。实现大数据及云计算方式提升，优化

管理机制构建。 

3.6 政府企业化管理，提升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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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实现企业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特别是在当前全

球治理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环境下，提高公共管理改革的

力度。促进公共政策拟定，通过优化模式提高政府行政管理制

度，提升促进管理应用，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信

息进行量化处理，提高公共政策优化水平。通过充分调研等模

式实现管理提升，做好实际运营管理决策，提高大数据和云计

算应用。实现量化分析和考核，在决策机制中应用管理体系，

注重企业化管理水平，提升优化管理效果，实现管理应用。当

前政府在发展中要优化管理体系构建，实现管理职能明确，有

效优化工作效率。政府工作人员更需要激发内在活力，在全球

治理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环境下，注重企业效率提升，促

进政府效率提升，在工作中加强责任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实

现精细化管理，在管理中更需要提高工作人员积极性和责任

感，通过实现精细化管理提高管理效果，推动中国公共管理改

革，推助力中国经济发展。 

4 讨论 

中国公共管理模式在发展中要与时俱进，结合当前社会环

境做好优化管理工作，中国公共管理模式与中国国情相匹配，

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公共管理改革优化管理水平，特别是在

当前发展环境下，中国需要结合国情进行管理体制改革优化，

在公共管理方面要厘清政府、企业、个人责任，做好各项管理

体系建设，做好精细化管理应用，明确治理方案。做好公共管

理改革，建立起与时俱进的管理体系，结合大数据、互联网、

云技术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协同发

展，实现数据共享。在应用中要落实好中国体制改革，促进管

理提升，结合我国实际做好管理应用，通过优化发展实现机制

改革，促进管理提升，从民众角度出发，优化管理机制。顺应

时代发展，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实现管理提升，为社会发展提供

坚实制度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我国在

各领域推行了切实有效的改革政策，有效推动经济发展，促进

了民众生活水平提升，也提高了民众受教育程度和思想意识水

平，对整个政治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改革对中国经济发

展有重要意义。中国公共管理改革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促

进经济提升重要抓手，在改革中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有效

优化公共管理理念应用，提升政府管理水平，促进中国经济发

展，优化行政管理机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通过中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为发展提供原动力实现创新发

展，特别是在发展中对出现问题进行优化。改革现有问题，实

现机制改革提升，有效解决发展中存在问题，促进管理体制高

效发展，与时俱进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建立起管理体系，有效

实现管理机制改革，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为人民服务水平。基

于此建立起高效管理体制，实现行政管理机制改革，促进时代

发展，有效推动经济提升，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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