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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实施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12月4日  贾娟娟 王红霞 张宏洁 

“公共服务均等化”意指政府等公共组织使用社会公共资源，向社会提供满足公民公共需求

的、价值含量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致力于保障公民在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过程中参与决

策的机会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将实现无差别地、普遍地提供给所有公民，同时，任何个体公民的单

一份额很难从整体中分割出来，因此，基本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非排他”的公共物品属性。不

同于私人产品市场中消费者直接影响生产者的决策意志，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公共政策的形式决定。

其供给间接地受需求的影响。简言之，政府（公共治理者）以代理人的身分，集中公共需求与公共

偏好，统一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以政策调整国民财富在社会各种公共需求之间的再分配格局，从

而实践公共政策的价值诉求。  

目前我国GDP已经达到20万亿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增长了近13倍，堪称世界经济奇迹。国家

综合实力逐步增强，财政收入规模迅速扩大。在喜人的成就面前，各方面的差距也随之拉大，城乡

差距、地区差距、群体差距、个人之间差距等。出现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与社会成员公

共需求全面快速的增长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是被设计用以克服这一现

实矛盾的。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发展的期望并不完全吻合，以往的发展经验表明，市场精神带动社会

成员以经济利益做为其自身社会行动效果的评判标尺，从而要求分享实际的改革红利，而公共治理

的决策主体更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双方在社会进步中的成长比例不协调，使得“基本公共服务”

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关联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水平较低，且没有及时回应公民现实要求，社会不

和谐因素多出于此。从现实来看，公共参与不足是公共服务供求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市场竞争机制

的确会产生公民成长与社会发展差距，政府以无差别的公共服务供给，满足公民对健康、平等、有

尊严的生活的基本需求，恰恰体现政府公共性与市场效率性的互补与契合。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完成任务是：第一，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

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

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这不仅提出了完善公共财政的重点，也明确了

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第二，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

制。这是各级政府履行职能、提高行政能力的重要保障，也是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和基

础。第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要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增加一

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调整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进一步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以及粮食主产区、矿产资源开发地区、生态保护任务较重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着力推进

贫困地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逐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支

出主要用于农村。第四，完善政策、深化改革，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中央政府将完善

财政奖励补助政策和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着力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第五，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增加

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国家财政投资规模，建立政府投资的稳定增长机制，提高政府调控能力，促进



经济增长，不断增强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特别是服务全局和跨地区的公共产

品和公共服务能力。  

从财政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协调区域发展水平、中央和地方关系重定向，到打破城乡二

元分化结构、克服贫富分化、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直至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政府的公共治理落脚

点定在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科学、持续发展。“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仅是经济总量上的计划与号召，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公共政策价值基点向人

的本质属性需要的回归。 

 

    文章来源：中国财经报      （责任编辑： zfy） 

  

  

  

 
 

Copyright© 200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通信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联系电话: 86-10-88191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