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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居安思危——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危机管理预防准备机制研究》由温志强著：社会转型期中国
社会公共危机频发，但是实践证明，把公共危机管理的目标从突发事件前移到潜在的危机风险控制、
把管理重点从应急处置逐渐前移到对潜在危机的预防和应急所需资源的准备上来，是危机爆发后快速
有效处置的根本保证。
《居安思危——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危机管理预防准备机制研究》在全面考察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实践
成败的基础上，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以处置为主的应急型公共危机管理与以准备为主的预防型
公共危机管理的优劣，探索转型期如何构建公共危机管理的预防准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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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 政府治理局限　　当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时，其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即与“市场失灵”相
对应，还存在着“政府失灵”。
正如萨缪尔森所指出的：“应当先认识到存在着市场失灵，也存在着政府失灵⋯⋯当政府政策或集体
运行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
”①政府缺陷也叫政府失效或者政府失灵，是指政府由于对非公共物品市场的不当干预而最终导致市
场价格扭曲、市场秩序紊乱，或由于对公共物品配置的非公开、非公平和非公正行为，最终导致各利
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失衡或冲突问题凸显。
我国现阶段政府缺陷主要有过多干预市场、权力寻租、以权谋私、机构扩张、官僚主义、地方保护主
义、信息不对称、行政道德失范，等等。
在现实中，由于政府缺陷导致的利益失衡和利益冲突举不胜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缺陷表现为政府的利益整合缺陷性。
利益整合源于利益的分化与分层，利益分化与分层适度，可以激发社会的活力；反之，则会导致社会
失序。
由于政府利益整合的缺失，当前我国呈现分化分层不足与分化分层过度并存的态势。
②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还没有真正完全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间总是夹杂着政府自身和相
关利益集团的利益取向，致使经济运行不稳定、非正当谋利、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分配不公、泛市场
道德危机、地区差距拉大等现象时有发生。
如社会群体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著名的“二八理论”就是最好的例证。
多数人掌握少数利益和少数人持有多数利益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了目前社会各种问题的主要根源。
　　其次，政府缺陷表现为政府行政道德失范性。
我国封建社会具有官商一元化的特征，权力与私利相结合，官本位与利本位合一，当官发财成为无数
人追求的目标。
这种功利行政观作为根深蒂固的心理沉淀，使现代一些行政人员不能正确使用权力与履行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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