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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什么是资源？
似乎无人不知；什么是政府？
可谓无人不晓。
而什么是资源型政府？
则是一个需要系统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
看到孟继民的书稿《资源型政府——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已经给出了参考答案，我感到非常高兴，也
欣然应允为此书作序。
作序的另外原因是作者在我家乡的开发区政府、市政府、省政府部门工作过；同时，作为中国行政管
理学会名誉会长，也乐见更多的研究政府治理的著作付梓；可以说是家乡情意和社会职责，促成了这
个序言。
在行政管理领域，对政府模式的研究和塑造是永恒的主题，资源型政府的提出丰富了这个主题。
要想认识资源型政府，需要从资源、政府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说起。
资源是资财之源。
据说一百多年前，在把英文“resources”翻译成中文时，由于当时的中文没有对应的词汇，所以创造
了这个术语。
通俗点讲，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有用的物质是资源，有价值的物质是财产。
当有了资源概念之后，就把历史上存在的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有用物质，都用资源去描述，就把能带来
资财的有形物质和无形物质统称为资源，存量较少的是稀缺资源，存量很大的是丰裕资源。
在自然界里业已存在的有用物质属于自然资源，由人类活动创造的物质则归于社会资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概念的细化，出现了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气候资源、旅游资源，还有
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信息资源、时空资源，以及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文化
资源等。
同时，可以向前追溯资源的历史，也可以向后展望资源的未来。
资源是元处不在的，每个人都是人口资源的组成部分，人的生活和生产活动都在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
。
可以说，不识资源真面目，只因身在资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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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源型政府-公共管理的新模式》主要内容是资源型政府是政府与资源关系的外在表现，是公共
管理的一种模式。
面对不容乐观的资源态势和工业化中期的资源消耗高峰，政府需要重视和优化政府模式。
新中国政府经历了管理体制初创期，基本完成经济体制转型期，开始跨入和谐社会构建期，政府模式
经历着从统治型向管制型、又向管理型、再向服务型的转变。
通过强化政府施政过程中的资源意识，秉持政府体系创新过程中的资源取向，运用政府管理手段中的
资源政策，塑造资源管理型、资源服务型和资源导向型为特征的资源型政府，完善政府对人力资源、
财力资源、物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时空资源的管理，缓解资源问题，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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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阵民，辽宁省凌源市人，高级工程师，辽宁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兼任北京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研究中心研究员，先后获沈阳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工学士学位，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理学硕士
学位。
曾任营口经济技术管委会副主任，营口市　人民政府市长助理，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信
息化推进司副司长。
在《中国行政管理》、《中国农村经济》、《科技导报》、《经济学家》、《经济问题》等刊物上发
表文章50余篇。
著有《资源所有制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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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息的作用12.1.2 信息资源及其管理的任务和目标12.1.3 信息资源管理的方法和层次12.2 公共信息资
源的特性及管理12.2.1 公共信息资源的内涵及管理特性12.2.2 公共信息资源的多视角管理12.3 发展信息
业及完善信息市场监管12.3.1 信息业发展及信息经济12.3.2 信息市场及市场信息12.3.3 完善信息工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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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源型政府>>

章节摘录

1.2.2 资源理论简介为了准确地定位政府与资源的关系，必须明确资源概念，以资源理论为指导，对资
源特性有进一步的认识。
资源禀赋论、资源价值论、资源资产论、资源核算论、资源产业论以及资源所有制论，构成了资源理
论的框架体系，为确定政府与资源关系的研究视角提供了理论基础。
1.资源概念根据资源的一般定义，资源是指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对人类有用的资财。
②它包括人类所需要的阳光、空气、水、矿产、土壤、植物、动物等一切自然物；也包括以人类劳动
产品形式出现的一切有用物，如各种房屋、设备、其他消费性商品及生产资料性商品；还包括信息、
政策、制度、知识、技术及人类本身的体力和智力。
资源也是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所需要的诸要素的统称。
③按其丰裕程度分为像阳光和空气之类的自由取用资源和生产经营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经济资源。
按着资源的根本属性分，可将其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
按经济活动的部门屙眭来分，可以把经济资源分为工业资源、农业资源、交通资源、建筑资源、旅游
资源、能源资源、科技资源、卫生资源、教育资源等等。
按经济资源本身的属性来分，大致可以将其分为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和信息资源；或者将
其分为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信息资源、时空资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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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以我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读博时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修改和增加部分内容而成的。
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政府与资源关系视角的政府模式研究”，基本上是本书第1章至第8章的内容，第9
章至第13章是新增加的部分，这部分研究内容也是博士论文的组成部分，只是没有列为正式答辩。
本书还参考了我的旧著《资源所有制论》的相关章节，由于论述角度的不同，也为了内容和资料的完
整性，引用了部分段落，以便使本书独立成篇。
虽然攻读博士学位只有三年的时间，但是它见证了我20年博士梦的实现过程。
虽然论文的研究内容是当前的热点问题，但是它融会了我20年的思考和努力。
可以说，它是多年积累和不懈追求的结果，是导师和教授们精心指导的结果，也是学校、单位、家人
和朋友支持的结果。
所以，在此我要对所有帮助、支持、关注我的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肖鸣政教授对我的精心指导。
在确定选课方案、培养计划和修课过程中，特别是在论文的选题、研究和写作过程中，肖教授的言传
身教和具体指点，使我受益匪浅。
同时，我也要对肖教授的夫人温老师给予的理解和支持表示感谢。
同样要感谢的还有周志忍教授、汪玉凯教授、谢庆奎教授、刘峰教授、黄恒学教授、李成言教授，他
们在综合考试、开题报告、论文预答辩和正式答辩过程中，给予的辅导、指正和建议，对我顺利完成
学业和通过论文答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也要感谢给我论文作匿名评阅的教授们，他们给予的肯定、指出的不足、提出的建议，也同样起到
了指导的作用；感谢为我们的学业付出辛勤劳动的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的贾俐斌老师，以
及为博士生教育尽心尽力的各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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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源型政府:公共管理的新模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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