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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
姚琳琳，龙汉武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摘　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硕士研究生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普遍不高。
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并依性别、年级、生源地、健康

及婚恋、学校及专业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而自尊、自我效能感、自我和谐、社会支持是影

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已有的研究存在着样本代表性不强、测量工具信效度不高、

研究内容不全面、结论相互矛盾等问题。今后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应沿着创新研究

思路、拓宽研究路径、扩展研究内容、提升研究质量、注重研究规范、提高信效度的方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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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及人才竞争的日
益激烈，硕士研究生在择业、婚恋、生活、学习等方面

面临诸多压力，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普遍不高，影响了

他们自我潜能的发挥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主观

幸福感，就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

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价。本文拟对近５年我国硕士研
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目的在于全

面把握我国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进展和不

足，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同时呼吁更多的人关注

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采取切实措施促进硕士

研究生健康成长，从而提升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

培养质量。

　　一、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概况

　　１．文献分布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全文”为检索项，以

“硕士研究生”和“主观幸福感”为检索词，采取“精

确匹配”方式进行高级检索，共检索到２００８年以来
的相关文献１３８７篇。根据相关性原则，选择其中
有代表性的３０篇文献进行分析。从文献资料的来

源看，在这３０篇文献中，期刊有２２篇，约占７３％；
硕士学位论文有８篇，约占２７％。从文献的年度分
布看，２００８年有４篇，约占１３％；２００９年有４篇，约
占１３％；２０１０年有８篇，约占２７％；２０１１年有８篇，
约占２７％；２０１２年有５篇，约占１７％。由此看出，近
５年来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问题一直是研究的
热点。

２．研究视角
文献表明，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心理学视角对硕

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也有个别学者另辟

蹊径，从其他学科视角进行创新研究。例如《硕士

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１］从体

育学的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硕士研究生的幸福

观、幸福感及其相关研究———来自湖南四所大学的

调查》［２］则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

学等多个视角进行研究。

３．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只有《当前女研究生主观幸

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析》［３］和《提升女研究

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４］运用了理论思辨的方

法，其余的都是实证研究，即从当地高校选择一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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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开展问卷调查，自编主观

幸福感量表进行研究。《硕士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１］运用了访谈法、文献研究

法、心理测量法、数理统计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对

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实证研究。《硕士

研究生学习幸福感调查———以沈阳地区某高校为

例》［５］则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沈阳某高校的硕士

研究生作为被试，进行调查研究。

４．研究思路
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致有两种研

究思路：一种是先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进行实

证调查，然后通过归纳和统计分析（回归分析）得出

结论；另一种是通过理论思辨，直接探讨提高硕士研

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策略。如《上海地区硕士研究生

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６］和《硕士

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的关系研

究》［７］等，就是按照前一种思路进行研究的；而《当

前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

析》［３］和《提升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４］

则按后一种思路进行研究。

　　二、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

主要内容

　　１．关于主观幸福感内涵的研究
许德镇指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己设定

的标准对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体验的主观感受

和整体性的评估。它包含三个维度：积极情感、消极

情感和生活满意感。［６］冯翠仙认为：主观幸福感主

要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

的整体评价，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

两个成分，前者是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认知评价（即

生活满意度），后者是指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

极情感和消极情感。［８］黄钧裕等［９－１０］也给出了类似

的阐述。从中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主观幸福感的认

识基本趋于一致。

２．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研究
王淑燕等［１１－１２］使用不同的主观幸福感问卷对

硕士研究生进行调查，发现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

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王玲玲等［１３－１４］认为硕士研究

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钱宇凤等［１５－１６］进

行实证研究，认为女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较高。薛本洁［１７］以安徽省２所医学院校硕士研究
生为被试，得出医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基本处

于中等水平以上。马金凤等［１８］通过研究发现新疆

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综合各

学者的观点，可以得出当前我国硕士研究生的主观

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的结论。

３．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研究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硕士研究生的主观

幸福感依性别、年级、生源地、健康及婚恋、学校及专

业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

下方面。

（１）女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较高。王玲玲
在《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一文中指出：硕士

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非常显著，女生的主观

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男生。［１３］这一研究结论与《硕

士研究生就业压力、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

研究》［１９］《新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及

影响因素分析》［１８］的研究结果一致。

（２）分别来自城、乡的硕士研究生其主观幸福
感有明显差异。师保国等在《当代研究生的主观幸

福感、社会支持及其关系》［１２］中指出，城市研究生幸

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农村研究生。而文献［１３］的结
论相反，认为农村生源的幸福感指数显著高于城市

生源的幸福感指数。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被试的取

样、施测的方法、被试的生活学习环境以及掩饰程度

等因素有关。

（３）不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有较大
差异。许德镇［６］以上海市硕士研究生为被试，结果

发现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随年级的变化而变

化，研一学生幸福感最高，研三学生幸福感相对较

低；张宁［２０］在对西安地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

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张明明［１９］认为，研

三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

（４）恋爱中的及生理健康的硕士研究生幸福感
较高。学者们普遍认为，恋爱中的硕士研究生主观

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单身者或者已婚者；另一些研

究表明，生理健康状况良好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

感水平要高于生理健康状况欠佳的硕士研究生，如

《硕士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人口统计学

因素和社会支持为统计变量》［２１］一文，对不同健康

状况的硕士研究生幸福感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得出这

一结论。可见，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其身心健

康关系很大。

（５）重点高校及文科类硕士研究生幸福感较
高。《硕士研究生就业压力、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

感关系研究》［１９］一文指出，９８５、２１１高校的硕士研
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文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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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理工科硕士

研究生。然而王淑燕［１１］认为，理工科硕士研究生主

观幸福感水平稍微高于文科硕士研究生，两结论之

所以相悖，与他们选择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的不同

有关。

４．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研究
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成

果颇丰，大多研究者认为，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

既受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又受个体心理特征的

影响。

（１）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自身因素。
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自身因素很多。一是

硕士研究生的自尊水平。如《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

感与自尊、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７］《研究生主观幸

福感的特点及其与自尊的关系》［１１］等研究表明，硕

士研究生的自尊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自尊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二是硕士研究生

的自我效能感。《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１３］

中指出：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指数、生活满意度、积

极情感这３个维度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
情感这个维度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三是硕士研

究生的自我和谐。自我和谐程度不同的硕士研究

生，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自我和谐程度越高，主观

幸福感水平越强。《汕头大学硕士研究生自我和谐

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２２］和《医学研

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

究》［１７］等文献持的就是这一观点。

（２）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因素。
随着研究生教育开放程度的加大，社会对学校和学

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

的社会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生获

得的社会支持。冯翠仙等［７，８，２３］研究认为：硕士研究

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相关，

他们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多，主观幸福感就越强。另

一方面是来自社会的就业压力。张明明［１９］选取湖

北省３所高校的４００名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研究
认为，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就业压力呈

显著负相关，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随就业压力的

增加而降低。

５．提升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策略研究
很多文献都涉及到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提升

策略问题，一般是从社会、学校、个人三个方面探讨

增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策略。

（１）社会积极引导，为提升硕士研究生的主观

幸福感奠定基础。很多学者都积极提倡全社会一起

来关注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首先，利用大

众传媒对自强不息的硕士研究生代表进行正面宣传

和报道，从而辐射到整个硕士研究生群体，引导他们

乐观向上，提升其心理素质。其次，大力发挥社会团

体的建设性作用，提供隐性的情感支持，从而使硕士

研究生个体在社会团体中获得满足感和归属感。如

冯翠仙［８］认为，应建立硕士研究生的社会支持系

统；董凤洁［２１］则提出了构建良好社会支持系统的

策略。

（２）学校高度重视，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
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硕

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感受力。学校可以多开办一

些针对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讲座，帮助他们解决

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和环境适应等方面的困惑。另

外，学校可以结合硕士研究生身心发展特点，开设专

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相辅相成，共同

促进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国内很多学者都

高度重视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如《当前女

研究生主观幸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析》［３］和

《当代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及其关

系》［１２］等文献，分别强调要对硕士研究生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活动。苗元江等在《研究生幸

福感指数调查》中明确提出要面向研究生开办心理

健康知识讲座。［１４］

二是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提高硕士研究生的

主观幸福感水平。硕士研究生每天的学习、生活都

是在校园里进行的，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他们主

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学校应该积极组织

各项文娱活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鼓励硕士

研究生积极参与，从而丰富硕士研究生的业余生活，

让他们在宽松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下更好地成长成

才。师保国等［１２］提出要为研究生建立宽松的校园

文化环境。苗元江等［１４］也提出要积极加强研究生

校园文化环境建设。

（３）研究生积极主动，提升感受幸福的能力。
一是培养强健体格，为自己的主观幸福感奠定生理

基础。只有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投入

到学习和生活中去，才能满怀希望迎接未来的挑战，

从而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打下坚实的

基础。《硕士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１］和《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

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社会支持为统计变量》［２１］都对研

究生身体健康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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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塑造健全人格，开发自身主观幸福感的内

部源泉。健全的人格是幸福的源泉。作为硕士研究

生，要想拥有健全的人格，就要勇于正视现实，积极

悦纳自己，正确地认知他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客

观冷静地面对一切挑战，进而收获丰盈的人生。

《提升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强调，女研

究生应该塑造良好的人格［４］。《医学研究生主观幸

福感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也提出医

学研究生要培养健康的人格。［１７］

三是提升综合素质，为主观幸福感提供动力保

障。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要加强自身综合素质的培

养，在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要积极协助导师完

成科研项目。此外，还要积极投身社会实践，锻炼自

身的沟通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灵活应变能力

等，从而为就业做准备。《医学研究生主观幸福感

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一文呼吁医学

研究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来提升综合素质，［１７］田丽

等［４］诸多学者都认为，研究生应该通过提升人际交

往能力，增强主观幸福感水平。

四是学会正确归因，提升自己主观幸福感的心

理机能。正确的归因方式，有助于硕士研究生客观

分析自己成功及失败的原因，使他们正确认识自我，

从而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增强主观幸福感。《研

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人口统计学因素

和社会支持为统计变量》一文提到：要想塑造正确

的归因方式，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归因风格，其次要形

成正确的自我概念，最后要形成积极的认知系统，如

此才能有效地感知幸福、体验幸福。［２１］

　　三、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的评价与建议

　　我国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促进硕士研究生健康发展方面

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样本的选择、测量工具的

使用、研究内容的深化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一是

实证研究中样本的代表性不强。纵观近 ５年的文
献，可以发现很多研究者在选择被试时，样本数量不

够，覆盖面不广，并且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在的地区，

带有很明显的地方性、区域性，致使研究结论不具有

普遍性，难以推广。二是测量工具信效度不高。有

些研究照搬国外的量表，有些研究对自编量表未作

信度、效度检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相互矛盾。三是

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如有的学者对硕士研究生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各影响因素之间交

互作用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影响硕士

生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因素方面，只提出了社会支持

和就业压力两个因素，而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关注力

度、研究程度都还远远不够；对研究结论相互矛盾的

问题，也缺乏深入的探讨。鉴于此，对硕士研究生主

观幸福感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１．创新研究思路，拓宽研究路径
与其他研究相反，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

的研究是实证研究多，理论研究少。而要从根本上

提升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必须有理论的指导。

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将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

的方法、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不同

的视角探讨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形成机

理和提升途径，为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健康发展提供

理论支撑。

２．扩展研究内容，提升研究质量
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还有不少空白地

带，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拓宽研究视野，可以

对不同区域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进行比较

研究，可以就婚姻恋爱、人际交往、学业成就、科研能

力等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深入研

究，可以全面探讨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社

会原因等，从而提高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质量，使研究结论在提升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过

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３．注重研究规范，提高信效度
在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中，一定要遵循

科学研究规范，尽量减少研究中的实质性错误，保证

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抽样的方法和样本

的容量要满足要求；不宜直接套用国外学者编制的

现成量表，而应该结合我国硕士研究生身心发展的

特点进行修订，以适应研究的实际需要；自己编制的

问卷和量表要多方征求专家意见，通过试测满足信

度和效度要求后施测；对收集的数据资料要进行统

计检验和科学阐释等。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硕士研究生群体必

定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心、

研究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问题，硕士研究生就能

不断增强抗压能力和主观幸福感，在强有力的社会

支持下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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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河南省灾荒救助体系措施及成效
孙训华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１５）

［摘　要］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省政府为应对日益频繁的灾荒，建立救灾组织机构、制定救灾运作规
范以构建救灾组织体系；大力整顿仓储、开展植树造林、重组水利机关和兴建水利设施，积极开展防

灾减灾工作；调配散放赈粮、筹集拨放赈款、开展以工代赈，实施灾荒救助措施。这一时期，河南省

政府的灾荒救助体系特点是：运用近代化的技术手段宣传赈灾，积极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救灾，

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扩充赈灾资金。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中虽然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救助成

效有限，其原因是：苛捐杂税众多，民间经济负担沉重；赈灾过程中贪婪腐败现象严重；农民日益贫

困，抗灾自救能力严重不足。

［关键词］国民政府；灾荒救助体系；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３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河南省灾荒发生的频率及其所
造成影响，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尽管国民政府的

救灾工作相对前清而言，无论是其重视程度还是动

员力度，都有明显的增强，但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衰

败等诸多因素，灾荒救助工作并未取得预想效果。

作为近代灾荒最为频发的地区，河南省的情况是国

民政府灾荒救助的一个缩影。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

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灾荒的成因及其影响层次，而对

于地方灾荒救助体系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拟通

过分析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间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
的框架及存在问题，深入了解民国时期地方灾荒救

助体系的特点及成效，以期为今后的救灾工作提供

参考。

　　一、河南省政府的灾荒救助体系与

运作

　　１．构建救灾组织体系
（１）建立救灾组织机构
为应对日益频繁的灾害，更好发挥政府对于灾

荒救助影响，河南省政府奉命于１９２９年４月成立河

南省省赈务会，隶属于省政府，“盖合省政府委员二

人，省党部委员二人，民众团体五人组织”。［１］（Ｐ５６０）赈

务会成立以后，成绩显著，３个月时间，各种捐助及
中央、地方所筹集的赈款已达２７５８５０元。大部分
用于散放各县急赈，部分款项用于办理工赈和平粜。

１９３５年，成立河南省水灾救济总会，主要办理急赈、
工赈、收容等事宜，并且在各县设水灾救济分会共计

３５处。河南省政府设立的赈灾机构，多为临时筹设
性质，由于政府财政专款的支持，赈灾工作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通过发放急赈、设粥厂、工赈等措施，灾民

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救助。

（２）制定救灾运作规范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河南省政府陆续制定、颁

布了一系列救灾法规和办法，以规范救灾工作的各

种机制。在全省范围内筹集平粜基金，针对灾荒期

间省内受灾地区缺粮的现状，先后颁布了《筹购款

粮及运输办法》《以富养贫办法》等，以稳定市场粮

食供给，后又陆续制定了《紧急救灾实施办法》《奖

励各县绅商富户自动救济灾贫办法》《调剂民食办

法》《节食救灾办法》《收养灾童办法》《牲畜保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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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开仓贷谷及散放办法》《专员、县长办理救灾奖

惩办法》等规定。上述种种救济措施，采用中央赈

灾与地方自救相结合的救灾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了自然灾害对于社会民生的破坏。

２．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工作
（１）大力整顿仓储
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积谷备荒显得尤为重要。

早在清朝乾隆时期，全省常平仓、义仓、社仓，贮谷

２５６万 石 有 余，劝 捐 民 社 仓 贮 谷 ７３万 石 有
余［１］（Ｐ５５２）。仓储量相当可观，有效地发挥了防灾备

荒的功效。但近代以来，积谷量逐年下降。民国初

年，仓储制度几近废弛，“清时虽不时开仓赈济，然

犹时借时还，仓储常满。自民国以来，民乏隔岁之

粮，官无期年之任。仓政废弛，只有支出，未有偿还，

早已一粒无存。”［２］南京政府成立后，政治形势渐趋

稳定，政府开始重建仓储。河南省政府要求各地严

格整顿仓储，“由厅规定查报二麦收数、秋禾收数、

谷价并旧仓状况，及新仓筹设情形，印成表册，交由

查禁烟苗委员，附带查报，以为责成之标准，而杜藉

词延宕之弊”［３］。１９３３年，鉴于各县整顿仓储未能
划一，河南省政府提出了具体的仓储整顿办法大纲，

要求“于最短期间，以最低限度，将县仓区仓分别成

立，一面督饬区保甲长宣传仓储必要，俾各协力举办

义仓，即以办理仓储为各该县长之考成。自经通令之

后，本厅当随时派员考查，倘仍有玩忽情事，一经查

明，定行严惩不贷”［４］。据统计，１９３２年河南省全省
仓储粮为１．１万石左右，经过数年的整顿，１９３５年全
省积谷已达２９４１３石，连同旧谷共４５８１６石。［５］（Ｐ３３１）

（２）开展植树造林
为进一步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河南省政府

制订了一系列防灾造林的制度，并出台许多植树绿

化措施，积极开展各种造林活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河
南省政府将原北洋军阀时期所设的林务监督改为森

林办事处，加强对全省林业建设的管理，全省林务开

始有了统一管辖机关。１９２８年 ５月，省政府公布
《承领荒地造林暂行条例》，又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加

强植树造林的法规条例，如《拟定林业合作社规则》

《订定强制人民造林条例》《订定各级林务行政人员

奖惩条例》等。在这些法令条例的指导下，河南省

先后组织营造了中山纪念林、各县模范林等，进行河

岸造林、坟地种树，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强制人民造

林。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人工林面积较以往有了

明显的增长。据当时的河南省政府统计，１９２９年，
全省共植树３４６９９６４株，１９３０年为 ３８７９１０２株，

１９３１年更是达到５３３０５５１株，三年合计全省共植
树造林１２６７９６１７株。［６］可见，河南省当时的森林覆
盖面积有了较大的提升，对防灾减灾起到了非常积

极的作用。

（３）重组水利机关，兴建水利设施
河南省水利管理机关早在民国初年就已设立，

却因经费欠缺、政局动荡，纯属有名无实，水利设施

已逐年老化，“河渠蓄泄无度，以致旱则赤地千里，

潦则汪洋一片”，尤其是民元以来，战乱频仍，水利

建设已经严重滞后于农业发展的需要，以至于“十

年之内，旱者七，潦者二，年谷顺成者，不过十一耳。

欲救济之，水利自不可缓也。”［１］（Ｐ６８７）１９２８年 １月，
河南省政府按照河流大小、水利设施具体情况，先后

将全省水利机构整合为４８个水利分局。１９３２年，
又改组为４个水利局。１９３５年，又改组为河南省水
利处，隶属于省建设厅，负责管理全省水利建设事

务，水利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起色。据统计，仅

１９３１年一年，全省有５４个县共疏浚及开挖大小沟
渠２３２处，有３１个县疏浚大小河流５１处，有２２个
县凿井共４０８８口。［７］

３．开展实施灾荒救助措施
（１）调配散放赈粮
饥荒之年，灾民最急切盼望的是赈粮。由于灾

荒不断，人口众多，河南省粮食本就不充裕，如遇上

饥荒年景，粮食缺乏便成为了困扰当局的迫切问题。

１９２９年１月，因灾荒严重，河南省决定向江苏购米
１０万石。１９３２年鄢陵水灾，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
会郑州办事处“拨给美麦一百二十吨，计一千四百

九十四包，重十八万斤，按全县一百八十二乡镇，每

乡镇分八百斤发给”［８］。１９３３年，黄河大水，泛滥成
灾，国民政府在河南省兰封、滑县等２１县共散放救
济赈粮２０１万余斤。［９］从救灾应急效果而言，赈粮无
疑是最为理想的方式。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与

交通设施、天气状况以及社会政治形势有关。对于

交通便利、政治相对稳定的地区，可起到立竿见影的

效果；对于战火纷扰、交通不畅的地区，赈粮必然不

能及时运往灾区，一旦出现积压、耽搁时日，不但延

误救灾时机，赈粮也会出现霉质，进而造成损失，影

响到灾荒救助效果。

（２）筹集拨放赈款
除赈济粮谷外，拨放赈款也是一种常用的救灾

手段。灾荒发生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便会立刻拨放

赈款，开展救灾。１９３１年河南省大水，泛滥成灾，国
府水灾救济委员会下拨赈款１０万元救济河南省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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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１０］１９３６年河南省全省大旱，经多方呼吁，财政
部前后共拨给公债票面３０万元，售后现款为１８万
元左右，用于救济豫灾。［１１］拨放赈款，一直是政府赈

灾的主要手段，可以实现快速高效的救灾效果。但

由于受灾区域较广，赈款数额有限，难免在赈款分配

上出现各种矛盾和纠纷，程序上的繁琐也在一定程

度上延误了救灾的良机。同时由于经办赈款、参与

赈灾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侵吞克扣赈款的违法案

件层出不穷，严重制约了救灾的成效。

（３）开展以工代赈
工赈作为传统荒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灾荒救

助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民元之后，

政治动荡，经济衰败，政府当局仍然将急赈放在了灾

荒救助工作的首位，对工赈没有给予足够的投入。

１９２８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工赈逐渐引起了各级救灾
机构的重视，“古言荒岁役民，原出于不得已，而未

始非良法也。浚河筑堤诸务，受其值，救目前之饥

荒；藉其劳，免将来之水旱。故筹办工振，实救荒最

善之策也”［１０］（Ｐ２１）。１９３２年，西华境内沙河暴涨，泛
滥为灾，绅民“向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呼吁，蒙

准拨发赈麦赈款分别办理沙颖工赈……复以余款设

立颍河下游桥工委员会，建修沿河桥梁十一处，植树

十万株”［１２］。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省政府已经开始

将防灾与救灾进行了初步的结合。虽然从救灾成效

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考虑到当时社会

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这种灾荒救助的举措还是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通过分析河南省政府所采

取的种种灾荒救助措施，可以看出尽管政府已经意

识到防灾的重要性，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又只能将有

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到灾后的补救上来，缺乏

防灾救灾的长效机制。这一时期，河南省政府虽然

构建起了灾荒救助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是并未掌握

近代灾荒救助的科学方法与先进的救灾思想。因

而，面对无法抗拒的灾荒，只能疲于应付，以致于无

法取得救灾的明显效果。

　　二、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的特

点及其在灾荒救助中的作用

　　１．河南省政府所构建的灾荒救助体系趋于近
代化

（１）运用近代化的技术手段宣传赈灾
民国时期，河南省政府在救灾方面采用了大量

的近代化技术手段，比如通过近代化的媒介手段及

时向外界传播救灾信息。报纸和电报就是其中非常

重要的方式，以１９３１年江淮大水灾为例，作为当时
中国社会影响力度较大的《申报》连续刊登了呼吁

赈济豫灾的报道和通讯，诸如《济生会豫赈主任出

发》《济生会豫赈纪要》《河南省刘峙主席急电乞赈》

《河南省赈务会恳拨款粮赈灾电》《豫省赈务会电告

水灾》《张钫电张学良乞赈》《豫省府请拨赈灾公债》

等。在当时全社会范围内，让国民更加及时、真实、

全面了解河南省的灾情，对于动员社会各方赈济豫

灾产生了较好效果。

（２）积极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救灾
官方赈灾一直以来就是传统荒政的主要内容，

但民国时期，政局混乱，财政匮乏，政府应对灾荒力

不从心，于是动员民间力量参与救灾，“本省灾区广

袤，灾情惨重，又值库款支绌，募赈有限，以之散给各

乡，其为数直等于杯水车薪，而各县不乏殷富之家，

慈善之士，劝捐义赈，实属要图。一方可免办赈不善

之弊，同时灾民得受实惠”［１０］。民间救灾开始快速

的兴起，１９３０年河南省大水，灵宝乡绅张重仁于本
地“散粮二十余石，全活颇众”［１３］。１９３１年，河南省
水灾，沙河两岸各县受灾较重，“现该处士绅组织沙

河水灾救济会，实地调查，筹款疏浚，以期免除永久

灾患”［１４］。１９３２年７月，“霪雨为灾，漳河决口六十
余丈”，“邑绅王孝德、李建勋会同临漳绅士倪建勋

等组织临时河防局，堵塞决口”［１５］。同时也出现了

一批专门的救灾赈灾机构，主要包括华洋义赈会河

南省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在河南省的各分会、旅平河

南省赈灾会、旅京河南同乡会。这些机构通过筹募

粮款、移民垦荒等措施，在河南省灾荒救助中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３）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扩充赈灾资金
在整个的灾荒救助体系之中，救灾资金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民国时期，政府财政支绌，而灾荒又异

常严重，仅靠政府的赈款，无疑是杯水车薪。据国民

政府统计，１９３２年河南省受灾面积１４万多平方公
里，灾民１４８０万人以上，因灾外迁者３５万多户，死
亡３４万人，财产损失１８９３万元以上，而全省所得
公私赈款不过２３万元［５］（Ｐ３１２）。面对巨大的救灾资

金缺口，河南省政府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如发行

赈灾公债、发动政府机关捐薪助赈，组织社会知名人

士开展义演、动员省外慈善团体募捐及提倡政府机

关开展节约助赈等。这一时期河南省政府所采取的

赈款募集方式，已经打破了传统荒政的单一模式，体

现出民国时期河南省救灾资金来源的多样化，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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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期 孙训华：民国时期河南省灾荒救助体系措施及成效

步改善了救灾环境，提升了救灾成效。

２．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体系中的作用及其救
灾成效

（１）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救灾体系的运作中，政府在灾荒救济过程中

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河南省政府组建的专门救灾

机构———河南省赈务会，负责救灾工作的统筹与协

调。灾害一旦发生，政府便会立刻启动救灾工作，并

通过政令以及新闻媒体等各种渠道，向全社会发出

最为权威的赈灾呼吁。虽然富绅积极参与当地赈

灾，但政府依然保持着对民间救灾力量的引导与控

制。尽管在近代救灾体系中，民间救灾力量异军突

起，但其从属于官方救灾体制的模式依然没有得到

根本改变。这种民间无法取代的官方主导式的赈灾

体制，有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大量的物资和资

金，保障救灾有效运行。

（２）河南省政府的灾荒救助成效有限
尽管灾荒来临之时，河南省无论是政府当局还

是民间人士都采取了众多的救灾措施，但在当时政

局动荡、经济衰败的背景下，政府的灾荒救济在灾害

频仍的现实面前，其救助效果依然是非常有限的。

１９３５年偃师境内河流满溢、山洪暴发，省赈务会拨
洋１０００银元，连同其他各种方式所募集的赈款共
计８０００银元，赈粮６万斤，这些即便是完全无余地
发给灾民，人均也只能得到８两粮食，１角钱。１９３６
年临汝旱灾严重，省政府拨振款２０００余元，灾民每
口仅能分的五分钱，尚不够一餐之用［１６］。据国民政

府统计，１９３１年，河南省全省各河决口长达８６００余
华里，灾民９４９万人以上，死亡１１万人，物产损失约
计２２９５５万余元［５］（Ｐ３０４－３０５）。１９３４年，河南省受灾
田地共 ３４６９．４万亩，占田亩总数的 ３７％［５］（Ｐ３２６）。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河南省政府尽力救济灾荒，但其

救灾成效并不十分明显。

　　三、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成效

发挥的限制性因素

　　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成效发挥的限制性因
素，除了自然因素之外，政府自身的弊端也是不容忽

视的重要因素。

首先，苛捐杂税众多，民间经济负担沉重。民国

时期，政府当局对广大农民加捐加税、重捐重税的现

象极为严重。作为传统田赋征收大省的河南省，人

民经济负担更为沉重，据统计，１９０２年，全国最好的
稻田每亩税不过四角，而到１９２９年，豫南稻田平均

每亩赋税负担增至１．１９６元，较１９０２年平均额上升
近３倍［１７］。各地驻军“吃地面”（饷项及一切军需、

草料全让地方供应）十分普遍。辉县、滑县见于册

籍的一年就分别为１００万、４００万元以上，人民实际
负担数倍于此数。１９３２年，据国民政府统计，河南
省２０个县水田每亩平均负税５．６元左右，４３个县
旱地每亩平均负税５．６元，均相当于清末地丁之１４
倍［５］（Ｐ３１２）。１９３４年，《东方杂志》曾报道，今大灾之
后的河南省附加税名目就高达 ４２种，居全国前
列［１８］。鉴于河南省捐税名目繁多，有超过征税十倍

以上者。１９３４年６月份省政府先后免去３００余种
捐税，１０月召开财政会议后又免去县杂捐２１种，各
县私收田赋附加查免４６种。尽管如此，未上报的捐
税还不知有多少。由此可以看出民间负担何

其重［５］（Ｐ３２６）。

其次，赈灾过程中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民国时

期，财政支绌，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救灾助赈机构的赈

款也仅仅是杯水车薪，但即便如此，仍有人在赈灾过

程中，营私舞弊，侵吞赈款，从中渔利。１９３２年，河
南省省民政厅指出，“查河南省各县，自去岁以来，

被灾奇重，分配赈款，亦不在少数。惟各属散放人

员，及各区绅董，往往经人控告，有吞食挪用情弊，自

非切实查察，认真整顿，不足以维赈务”［１９］。汝南县

十九店以往所积累之社仓积谷，数年来一毫未动，合

计应有积谷１５００石，灾荒严重时，各方决定开仓赈
济，当开仓时才发现所积仓谷早已被仓库主任“都

信手挥霍，或者经营了买卖，现在是一点没有”［２０］。

遭遇蝗灾更是一些地方贪官发财的大好机会，“这

正是各省、各县政府中靠‘吃蝗虫’肥胖起来的贪官

污吏们所大为高兴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年年除之

不尽的严重的蝗灾中得到更多更多的‘奖金’，而使

自己更肥更胖”［２１］。

最后，农民日益贫困，抗灾自救能力严重不足。

因灾致荒，因荒成灾，近代以来社会灾荒的演变一直

没有摆脱这一恶性循环。灾荒的打击极度地增加了

农民生存的负担，造成了农村社会的日渐破产。即

便勉强熬过了一个灾荒，在濒临破产的农村社会，农

民在下一次灾荒面前依然毫无抵抗力。１９３６年，经
济学家朱其华曾把中国人群按照经济生活状况进行

了分类，其中处在贫穷线的人口为１８．７％，饥饿线
的人口占６２．５％，死亡线的人口占到１２．５％，全国
人口的 ９３．７％已经基本上无法维持最低生活
了［２２］。而在这个群体中，农民的人数显然占绝大多

数。农民在灾荒和农村经济破产的夹击之下，其对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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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的防御和自救能力已达到了极为脆弱的地步。

大灾自不必说，即便小灾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场与

死亡展开的激烈竞争。因此，在政府官方的灾荒救

助体系中，农民抗灾自救基本上无从谈起，进而加大

了政府当局救灾的难度，成为影响政府灾荒救助体

系发挥其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结语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河南省政府在构建灾荒救

助体系方面进行了良好的组织和引导，也陆续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防灾救灾工作，但是灾荒救助的成效

并不明显，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的苛捐杂税、政治腐

败，表现出政府当局在构建地方灾荒救助体系框架

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制度性缺失，而这种体制上的

缺陷又是国民政府自身无法克服和弥补的，结果必

然导致救灾成效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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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治理中的汇通思路
孔雪琳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７１）

［摘　要］当今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成为过去，然而伴随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的政府管理模式
却在政府治理的各个方面留存至今。这种管理模式造成财政压力大，各项公共服务提供效率低下，

人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鉴于此，新时期我国政府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吸收古今中外政

府治理的经验得失，采用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汇通思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之路：

政府要创造合理的制度安排，进一步放开对竞争性行业的行政审批准入；有机结合政府和市场的力

量，创新改善政府管理，切实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既要满足当前民众的愿望和

基本公共需求，又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政府治理；新公共管理；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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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
国家治理，政府几乎包办了所有的公共服务。这种

政府包办一切的做法既有利于将政府预算最大化，

便于官员寻租创租，也符合当时民众对新中国的期

望，因而这种全盘苏化的治理模式很快根植于政府

的治理理念、组成部门、各级政府官员乃至人民群众

的心中。但是，这种治理模式对财政造成极大的压

力，使得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低下，也引发了很多不

满。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包办一切的做法在人民群

众意见很大的方面有了一些变革，但是这些变革往

往因缺少理论支撑而失去了方向，政府急于让位给

市场或政府与市场草草地混合，造成了一些领域社

会治理的极大混乱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目前，在中

国很多公共治理领域都有一种倾向，即市场无能无

力的，还得靠政府办起来。这将导致新的无效率和

人民的不满。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

共产品，政府并不是当然的完美提供者，对政府的推

崇逐渐消退之后，是对政府能力的疑问和反思。于

是问题从“哪些是政府应该做的”转变为“哪些是政

府应该做而且有能力做好的”，即从对目标的追求

变为对能力的疑问，进而寻求一种新的解决途径。

在这个途径中，“市场干不了政府干”的模式转变为

“市场干不了的政府想办法来让市场干”的模式，而

不是在“市场干不了政府干”和“政府干不了市场

干”两者之间摇摆。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经济

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这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到底该怎么做，是需

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理论探讨和历

史考察两个角度，分析当今中国政府治理的应有思

路，提出只有采用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汇通思路，

才是中国政府治理的应有选择。

　　一、近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对政府

治理的探讨

　　在近代西方学术界，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
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官僚制组织理论，成为公共

行政学派，即古典学派的重要人物。古典学派的理

论重心是在大规模的公共事务管理中如何建立合法

的机制。它提出了两种公共管理的基本机制：官僚

机构和公共企业。［１］（Ｐ２３－２７）古典学派给出了一个解

决公共治理问题的理想模型，但忽视了一个重要问

题：这个模型中的人是现实社会的理性经济人，古典

学派提出了他们应该怎么做，却忽视了他们“会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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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做”或“愿意怎么做”的问题；而在规定了人们应

该怎么做之后，组织的目的已经被这些规则所取代。

１９７０年代和１９８０年代公共选择学派的迅猛发
展给了官僚制组织理论以沉重的打击，其中有代表

性的是寻租理论、尼斯坎南模型（认为官僚制组织

总是倾向于从事比实际需要多２倍的活动，结果导
致了配置无效率，损失源于过量的供给）和莱宾斯

坦的 Ｘ－无效率（损失源于过高的单位成本）。为
了更充分地分析公共部门行为，尤其是为了更好地

理解效率的条件、价值的地位，以及公共部门中的动

机模式，产生了科恩式的范式转换，管理途径和政策

途径取代了古典途径，成为最重要的研究范

式。［１］（Ｐ２１）管理途径试图从研究人的本性和需要、行

为的动机、生产中的人际关系等方面研究组织中人

“会怎么做”和“怎样使人做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从

而达到组织的目的。其核心思考是确定组织的目标

后，必须对组织下层中的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从而找

到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这是对古典学派由上而下

规定人的行为模式的一种颠覆。对于实现组织目标

的关注，是政策途径和管理途径的共同之处。但是

管理途径认为，目标一旦确定，就是一个既定的不再

更改的方向；而政策途径认为，在执行政策以达到目

标的过程中，政治仍须不断参与其中，因而政治过程

取代了管理效率，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虽然研究

的范式和途径不同，但是对于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

角色这个最基本问题的忽视，成为新公共管理兴起

的契机。

政府和公共部门不断地扩张，引发各种危机，使

得学者开始思考，在公共治理中政府是否有能力成

为一切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社会是否负担得

起这样的政府。１９８０年代和１９９０年代，公共治理、
新公共管理等理论不断深化，明确区分了政府承担

的不同角色：购买者、提供者、承包者、管制者和仲裁

者，从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１］（Ｐ４）新公共管理的理

念在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所著的

《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２］

一书中得到了提炼和普及，成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

精髓———企业家政府理论。该理论对于政府的角色

进行了详细的分解与刻画，试图重新分配给政府一

个适当的角色，并提出了构成企业家政府理论之基

本内核的１０条政府体制改革原则。西方学者对于
公共治理的研究不断深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很多

国家成为政府治理的指南。正如新公共管理的著名

学者Ｅ．Ｓ．萨瓦斯所言，“治理”一词源于希腊语，其
含义是“掌舵”———政府的角色是掌舵，而不是划

桨。但提供服务———不论是修马路还是航空服务，

都是在划桨，而政府对此并不在行。民营化是一项

务实的政策，它使政府回到掌舵者的位置上，依靠私

营部门划桨。［３］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更是

明确指出，提供服务并非政府的义务，政府的义务是

保证服务得以实现。［４］

其实，这并非外国学者的新发现，早在５０００多
年前，中国西周时期设立、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的中

国古代官僚政府的基本构架就是本着这一原则构成

的。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朝廷从

未试图包办过所有的公共服务，它们仅仅是在兵部、

刑部、礼部、吏部、户部和工部的框架下履行着最基

本的政府职责。

　　二、中国行政管理路径的历史考察

自西周起至清朝末年，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

从来没有官办医院、官办基础教育、官办文化产业、

官办体育产业。政府管理部门主要有户部、礼部、刑

部、兵部、吏部和工部。官员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祭

祀外交、军事、刑事、人口和官员管理等任务。国家

提供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是新中国成立以

后的事情。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行

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和现实合理性。事实上，当时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与

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也为推动中国的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国家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

力发展各项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和卫生事业，迅速

摆脱了贫穷的经济状况，改变了极端落后的社会面

貌，增强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

面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然而，随着中国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体

制本身所固有的各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阻碍着中

国政府治理的健康发展。［５］苏联已经成为过去，然

而苏联时期的思想对中国政府治理的影响仍延续至

今；计划经济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然而计划经济时代

的行政管理模式却没有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过去而

成为过去，它在中国政府治理的方方面面仍有留存。

　　三、汇通思路———中国行政管理的

应有选择

　　为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借鉴古今中外公共管理的经验教训，新时期的中国

公共管理应该采用汇通思路，走出一条融汇中西、贯

通古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之路。

汇通，原意是指将西方医学与中医学汇聚而沟

通。自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后，许多中医开始接受西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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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逐渐发展出持中西医学汇通观点的医学流派，称

为汇通学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政府治理也应如

此。我们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在批判地吸收古今中

外政府治理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选择既适合中国国

情，又汇聚全人类智慧的国家治理之路。我们在进

行任何领域的改革时，都要切实思考一下我国古人

在这方面的处理方法，切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切

向外国看齐。这里的外国，不仅包括西欧各国，也包

括曾经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苏联。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之路，首要

一点就是创造合理的制度安排。其一，它必须是市

场与政府相结合之路。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在其合

著的《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

观》［６］一书中指出，在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完成各

种各样的任务时，通过预算程序的模式解决某些问

题效率较高，市场模式在解决另一些问题时则更胜

一筹，在两种模式中都存在失灵与满足一些需要，这

两种模式对于社会治理是必不可少而且相互补充

的。同样地，在卫生服务提供的制度安排上，也必须

走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之路，但是这里的政府和

市场必须是在各自所长的地方有所施展，而不是简

单地引进市场机制，采取“放权”、“让利”和“创收”

等措施，致使市场机制在诱导人性之恶的地方发挥

作用。其二，它必须是一条既使当前人民感到满意，

又不能使未来财政面临破产危机的路线。必须考虑

到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必须满足的各项公共需求，还

要在制度安排上加强约束机制，使其成为一条可持

续发展的，充满自我约束、自我激励的生机勃勃

之路。

１．政府要进一步放开对竞争性行业的行政审批
准入

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之路，首

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

放开对竞争性行业实行的审批准入制度。对竞争性

行业实行行政审批准入制度，是对经济活动的直接

干预，妨碍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得寻

租创租行为难以遏止。而行政行为造成的垄断比市

场竞争行为造成的垄断可怕得多，因为前者是人为

造成的，不是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形成的：无论

企业的竞争力如何，只要获得行政准入，就可以堂而

皇之地享受垄断利益，而其本身的低效率必须由消

费者来买单；并且一旦实行行政准入，也就造成了退

出障碍。因此，对于竞争性行业要进一步放开行政

审批准入。

２．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
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之路，还

要认真审视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将二者有机

地结合起来。市场力量虽然强大，但也会滋生各种

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罔顾社会责任的问题。因此，要

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

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同时，还要改善

政府管理，切实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目前我国政府正在进行简政放权，简政放权

是新一届政府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

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但是，简政

放权的同时要注意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放就乱，简政放权才能

真正取得良好效果。

３．既要满足当前民众的愿望和基本公共需求，
又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

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之路，必

须兼顾人民的意愿和财政能力。因此，要允许民间

资本更多地进入教育、卫生、养老等领域，缓解较为

尖锐的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允许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下一步，应进一步放开民间

资本进入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诸多限制。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于公共

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些需求既要满足，同时

也要考虑到，仅仅依靠财政资金是难以为继的，因

此，要借鉴西方国家民办教育、民办医疗的经验，充

分调动民间资本的力量。

在公共服务提供的制度安排上，各国政府都在

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研

究参考的，汲取其经验、避免其教训，从而走出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政府治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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