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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主要课程教材：公共事业管理学（第2版）》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最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教材，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高等学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主要课程教材：公共事业管理学（第2版）》共分十二章，主要内
容包括绪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公共事业管理中的领导、沟通、激励、控制与效率，公共事业管
理的公共责任和监督机制，公共事业管理的法律制度，公共事业伦理和公共事业道德，公共事业组织
财务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的人力资源开发，中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和创新，部门公共事业
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中的方法与技术，社区管理等。
　　本书保持了第一版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特点，同时力图继续体现“创新”与“精品”
的时代要求，注意使本教材从体系、结构到内容都具有符合公共事业管理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需要的
新面貌，体现公共事业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最新进展，实现学术上的高标准和内容上的高品位。
　　本书适用于高等学校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
使用，也可供在职人员学习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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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第六节社区管理的发展与创新 参考文献 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主要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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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具备信息不对称特征的物品和外部性很强的物品都属于准公共物品，对这些物品的管理属
于公共事业管理的领域。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在现代市场体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点，因此，企业不能成为公共事
业管理的主体。
 第二节 现代国家体制的职能优势和局限牲 这里所谓现代国家体制是指产业革命后形成的现代民族国
家体制。
现代国家体制在其演变过程中同现代市场体制一样，既曾受到过分的推崇，也曾遭到过批判与贬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政府在承认市场机制的基
础性调节作用的前提下，承担了一系列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职能，特别是社会福利保障的职责，如政
府负责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最低收入、住房、医疗保健、教育培训等。
而在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则几乎完全将市场体制排除在外，由政府全面管理和从事社会经济发
展活动。
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推崇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在战
后社会经济发展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令人失望，以致经济增长并没有在发
展中国家普遍展开，而在一些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中，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相伴随的各种社会问题越来
越严重，经济增长也没有带来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干预作用遭到越来
越多的批评。
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出现了长期滞胀危机，而一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则陷入了发展的停滞。
于是，在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以及各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中，到处都出现了对国家干预
的怀疑和不满，国家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普遍出现了减少国家干预的趋向。
在发达国家，各国政府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和解除政府管制以及进一步促成经
济贸易自由化等措施，政府的许多社会服务工作也逐步实行了私有化。
在各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则先后都朝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展开过渡。
 不过，尽管有人主张尽可能减少国家的干预，还有人甚至要把国家完全排除在发展过程之外，但近一
二十年来各国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国家虽然不是可以包办一切社会经济发展事业的社会工具
；但却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社会工具；关键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国家，而是如何界定国家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作用及其程度与范围，如何充分发挥国家的优势同时避免其可能的消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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