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牧区建设与牧区政策调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牧区建设与牧区政策调整>>

13位ISBN编号：9787549702305

10位ISBN编号：7549702306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辽宁民族出版社

作者：盖志毅

页数：7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牧区建设与牧区政策调整>>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在新牧区建设过程中，如何行使好政府政策的管制功能。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条文规定使政策对象不能、不愿、不敢超出规范擅自行为，这是政
策的积极性管制功能；另一方面通过条文规定使政策对象发生违反规范的行为时，受到相应的惩罚，
这是政策的消极性管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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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盖志毅，满族，1964年10月出生于呼和浩特市。
为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现任内蒙古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主持和参加了多项国家、自治区级科研课题。
在各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出版八部专著和教材。
主要著作有：《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独著），《制度视域下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
（独著），《文明消失的现代启悟》（合著），《富民强区之路：内蒙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
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农业卷》（参著），《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通史卷》（参著）。
　　主要获奖作品有：“《农牧业经济学》启发提问式教学初探”获内蒙古农业大学教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
《论邓小平的农业基础观》《实现粮食安全及农民收入增长双重目标的对策选择》获内蒙古自治区第
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内蒙古粮食自给问题研究》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
“呼和浩特市农业发展与布局设想”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奖。
《资源转换与可持续发展》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耦合与协调》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阴山史前狩猎文明》获内蒙古社科联一等奖；《文明消失的现代启悟》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蒙古族文化的教育价值》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制度视域下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牧区建设与牧区政策调整>>

书籍目录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
 三、本书的资料来源
 四、两个概念的澄清
 五、本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
第一章　牧区生产发展与牧区政策调整
　第一节　传统的牧区耗竭型生产发展的政策
 一、对牧区取多予少的政策取向
 二、传统的牧区生产发展的政策偏好
 三、传统的政府政策下的牧区生产发展模式评价
 四、传统牧区生产政策的成因
　第二节　调整内蒙古牧区的生产发展政策
 一、改变牧区现有的价值观
 二、建立内蒙古牧区的生态型、环境友好型产业
 三、多予少取加大对内蒙古牧区的公共财政投入
 四、在牧区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政绩观
第二章　牧民收入增长与政府政策调整
第三章　牧区乡风文明建设与政府政策调整
第四章　牧区民主管理与牧区政策调整
总结
参考文献
蒙古文内容提要及目录
后记
《中国蒙古学文库》已经出版书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牧区建设与牧区政策调整>>

章节摘录

　　管理学的路径，代表理论为管理主义理论或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其代表学者是英国学者胡德
（C.C.Hood）。
该理论主要包括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两大内容。
所谓政府公共政策化取决于公共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
公共组织有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而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
的组织。
所谓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强调行政模式的变革，是政府职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
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看做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以准独立的行政单位
为主的分权结构（分散化），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
共部门管理新途径。
管理主义理论对传统的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
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管理学科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又一次范
式转变。
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政策科学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主流。
制定政策和组织实施政策是政府实现其职能的基本手段，而政府在使用这一手段时也就对它的功能做
了设定。
本书的第四章牧区民主管理与牧区政策改革中，试图论述在牧区应多元化管理牧区，包括牧区合作社
对牧区的管理，广大牧民的参与式管理，论述牧区行政模式的变革，正是基于这些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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