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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公共服务理论

一、公共产品内涵与范围

以休谟讨论如何处理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性问题为开端，公
共产品的研究在学术界开始发展。公共产品，也可译为公共物
品、公共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经过亚当·斯
密、约翰·穆勒、奥意学派和瑞典学派等众多学者的研究，公共
产品的理论迅速地发展起来。１９５４年，美国的经济学家萨缪尔
森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他认为：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
是指这样的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
别人对该产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①。然后，他根据对公共产品特
征的研究，提出至今被大家公认的衡量公共产品的标准，即非排
他性和非竞争性。不仅如此，萨缪尔森还将数学工具运用到公共
产品的最优供给分析中，建立了萨缪尔森条件。从他的分析中可
以看出，萨缪尔森认为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而提供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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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来源于政府的征税。萨缪尔森关于公共产品的定义，是将
公共产品作为极端情形来界定的，他自己也承认大多数公共产品
都不是纯公共产品。因此，学者们依据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
性，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公共产品的分类。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布坎南①提出的 “准公共产品”。
他在萨缪尔森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介于由萨缪
尔森导出的 “纯公共产品”与完全由市场决定的 “纯私人产品”
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概念，即大量存在的、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
品之间的一种商品。他以内部俱乐部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布坎南
模型，形成了准公共产品的理论。在准公共产品的概念的基础
上，学者们做出了进一步的分类，如布朗和杰克逊将产品分为纯
私人物品、混合物品和纯公共物品；奥斯特罗姆夫妇将产品分为
收费物品、私益物品、公益物品和 “公共池塘”物品；萨瓦斯将
产品分为个人物品、可收费物品、集团物品和共用资源。②

在以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为标准之外，以布雷顿③为代表的
学者基于公共产品消费的空间范围特征，将公共产品分为地方性
公共产品、区域性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将公共产品理论
应用在国际关系中，又衍生出全球公共产品、地区公共产品等全
球性公共产品概念。于是，在公共产品的分类上，还可以以全球
性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区域性公共产品与地方性公共产
品来划分。更有学者根据公共产品的消费需求属性，把公共产品
分为满足人们物质消费需求的商品，满足人们精神消费需求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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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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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３２ （１２５）：１－１４．
郭佩霞，朱沙．中外公共产品基础理论的发展趋势及其引申 ［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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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此外，也有学者根据公共产品的物理特性，还将其分为有形
的公共产品和无形的公共产品。

总的来说，关于公共产品的分类越来越系统、越来越完备。
目前，大家公认的产品分类还是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
产品。对于公共产品的分类是有意义的，它打破了政府作为公共
产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传统观念，使学者们展开了对不同属
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供给渠道以及供给模式等相关的研
究。例如，学者马翠华①等在研究中提到，准公共品的供给可以
由政府、市场及非营利组织供给这三种机制实现。在学者王峻
峰②的研究中，提到美国的社会保障资金筹措采取多元渠道，由
政府、雇主、个人和保险市场共同负担。另外，以这样的产品分
类标准为基础，学者们在各行业中也展开了各种相关研究。例
如，在关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研究中，学者高燕妮③根据
公共品、准公共品与私人品的定义，分析了医疗卫生产品的属性
定位以及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由 “纯公共品特征”到 “私人品特
征”再到 “准公共品性质”的变化历程，进而提出我国医疗卫生
事业的发展原则。学者赵永亮等④根据公共品和俱乐部品的定
位，展开了对商会服务功能的研究。

３

①

②

③

④

马翠华，陈立新．准公共品协同供给机制的经济性探究 ［Ｊ］．宁夏社会科
学，２００９ （４）：４６－４９．

王峻峰．美国公共品供给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以社会保障视角 ［Ｊ］．决
策咨询通讯，２００７ （１）：６３－６５．

高燕妮．基于产品属性相对性视角的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研究 ［Ｊ］．理论
导刊，２０１０ （９）：１６－１７＋２０．

赵永亮，张捷．商会服务功能研究———公共品还是俱乐部品供给 ［Ｊ］．管理
世界，２００９ （１２）：４８－５６＋６６．



二、公共服务内涵与范围

公共服务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公法学者莱昂·狄骥①明确提
出，它被定义为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活动。换句话
说，公共服务是作为一项政府职能而提出的。此后，关于公共服
务的相关研究 （如公共物品理论）开展起来。随着社会、经济的
不断发展变化，政府的职能也相应地重新界定。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新公共管理理论出现，它将政府的职能定位为 “掌舵”，即
政府职能市场化、社会化、分权化、履行方式的企业化和电子
化。然而在实践中，效率与公平、分权和专业化与协调的关系、
自主与监督依然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新公共服务理论作为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反思与
纠正而出现，以 “服务”为政府职能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开始蓬勃
发展起来。在我国，“公共服务”一词的官方提出是在１９９８年的
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自此，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各
类研究快速地发展起来。

近年来公共服务相关研究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至今仍然很
难给作为政府职能的公共服务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联合国的政
府职能分类体系中关于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包括普通公共服务、
经济服务、社会服务、公共安全以及未按大类划分的支出等。②

学者樊炳有、高军③认为，公共服务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
基础上的服务，是国家全体公民都应公平、普遍享有的服务，不

４

①

②

③

Ｌéｏｎ　Ｄｕｇｕｉｔ．Ｌｅ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Ａｒｍａｎｄ
Ｃｏｌｉｎ，１９１３．

淮建军，刘新梅．公共服务研究：文献综述 ［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７
（７）：９６－９９．

樊炳有，高军．体育公共服务———内涵，目标及运行机制 ［Ｍ］．北京：人
民体育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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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种族、收入和地位差异如何。马英娟①在对公共服务的研究中
提出了它的判断标准：前提是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目的是
对公众提供生存照顾，满足公众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公众不
借助公权力无法获得；其性质是政府对公共服务的设立和运行行
使直接或者间接的权力。以上学者是从内容、性质、特点等方面
对公共服务做出定义的。不过，更多学者是基于公共产品理论来
为公共服务下定义的。

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学者马庆钰在其研究中将 “公共服务”

定义为一种责任、担当者，是法律授权的 “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
织在纯粹公共物品、混合性公共物品以及个别特殊私人物品的生
产和供给中所承担的职责”②。在此基础上，马庆钰将公共服务
的范围概括为：带有生产的弱竞争性和消费的弱选择性的、私人
物品的生产和供给，混合性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纯粹公共物
品的生产和供给。与此相似的是，学者徐霞③将公共服务看作是
“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等公共部门以及部分私营组织为满足社会公
共需求，维护公共利益，依法在纯粹公共物品、混合公共物品以
及特殊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中的行为”。在学者句华看来，广
义的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的概念是相同的，“既包括保障市场经
济正常运行的法律制度等，也包括为纠正市场失灵和功能缺陷所
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微观规制等抽象的公共产品，还包括政府
所提供的具体的公共服务项目”④。还有学者将公共服务定义为

５

①

②

③

④

马英娟．公共服务：概念溯源与标准厘定 ［Ｊ］．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２ （２）：７５－８０．

马庆钰．公共服务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５
（１）：５８－６４．

徐霞．公共服务的理论演变及其价值 ［Ｊ］．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０ （１）：８３－８６．

句华．公共服务中的市场机制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政府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向它辖区内的居民提供公共产品的
服务行为的总称”。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公共服务是以政府等公
共部门为主提供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供全体公民共同消费与
平等享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①

综合以上文献，学者们倾向于将 “公共服务”和 “公共产
品”当作是等同或者可以替换的概念。而我们认为，两者实质上
就是同一的概念。当学者们谈到公共服务时是包含了公共产品
的，在谈论公共产品时也是包含公共服务的，只是两者提出的角
度不同。公共产品是一个与私人产品相对应而提出的概念，公共
服务则是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提出的概念。因此，本课题认为，公
共产品的相关理论是完全适用于公共服务的，公共服务的供给就
可以看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

三、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如前文所述，将公共产品进行分类是有意义的，根据各种不
同的公共产品的特征，构建产品的供给机制是公共产品分类的根
本目的。下面从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资金筹措和供给方式三个方
面，梳理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

（一）供给主体研究
从各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我们总结出，到目前为止，公共

产品的供给主体可分为３种：政府、市场及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
自愿供给主体。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产品的
供给主体出现了３个阶段性的变化②。第一阶段是经历了公共产
品供给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阶段。这一时期以休

６

①

②

姜异康，哀曙宏，韩康，等．国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
［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１ （２）：７－１３．

王磊．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与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Ｍ］．北京：经济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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谟和霍布斯为代表的公共产品政府单一供给主体理论为研究主
流，认为人的自私的天性会使得市场无法供给公共产品，因此公
共产品供应的主体只能是政府。第二阶段是政府－市场双主体供
应的阶段，以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学者
约翰·利奇与萨克斯等提倡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的理念。在这段时
期内，公共产品政府－市场供给主体理论成为研究主流。第三阶
段，随着准公共产品理论的提出，安东尼·Ｂ·阿特金森和伯
顿·韦斯布罗德等众多学者认为，公共产品既可以用公共方式供
应，也可以以私人方式供应，不同需求的公共产品可以由不同的
主体来提供，那些政府或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只能由
第三部门提供。再加上学者莱斯特·萨拉蒙、詹姆斯等的研究，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第三阶段的研究重点———公共产品政
府－市场－自愿供给主体理论，也就是目前在公共产品研究中的
热点，即多元化提供和联合提供问题。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用多样化的
提供方式取代由政府单一主体的提供方式。这种多样化包括主体
的多样化和提供方式的多样化，即提供主体除了政府，还可以通
过政府以外的其他主体提供。① 另外，根据公共物品的不同属
性，政府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通过多元主体
的竞争实现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就是该种观点的本质。学者
科斯②从产权和交易费用的角度出发，以供给效率为评判标准，
提出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可以进行多样化的改变，认为公共服务
或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存在固定的模式，而是需要根据技术和制
度等的变化，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优的生产供给模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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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公益物品与公共选择 ［Ｍ］．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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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多元化的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供给既可以解决政府融资渠道
单一、提供效率低下的问题，又可以解决私人部门唯利是图的问
题。① 我国学者王磊、樊丽明、张昕等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是

３种供给主体遵循不同的原则，以不同的方式和渠道筹集资金，

供给不同的公共产品。学者崔义中②在研究中提出，多主体的公
共服务供给模式是：由政府供给普遍义务性服务，非营利性组织
供给公益性服务，个人供给志愿性服务，营利组织供给差异化服
务。然而，多主体供给竞争的观点侧重于强调市场均衡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却忽略了公共服务的特殊属性，特别是它的政治属
性和公共属性。因此，有些公共服务需要的不是相互竞争提供，

而是由不同主体的联合提供。不同的主体联合是否提供某项具体
的公共服务取决于不同的因素。有学者认为，服务的规模经济性
和消费者的偏好影响着社区是否应该联合提供公共服务。③ 还有
学者提出，地区人口统计特征决定着某些公共服务是否应该由政
府联合提供。比如，在大城市，人口越接近一致，政府的政治管
辖权利就越少，在此基础上的联合提供就越少；从地区权力设置
看，公共物品是否实行联合提供是由公共偏好的相似性和消费溢
出效应的程度所决定的④。

除了供给主体的研究以外，学者们还根据公共产品的分类提
出了各类的供给主体有不同选择的建议。例如，萨瓦斯认为，共
用资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纯公共产品，应当由集体也就是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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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淮建军，刘新梅．公共服务研究：文献综述 ［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７
（７）：９６－９９．

崔义中，刘静波．公共服务的多主体供给 ［Ｊ］．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７（５）：５８－６０．
淮建军，刘新梅．公共服务研究：文献综述 ［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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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府来承担；可收费物品，即准公共物品，应该由市场和政府共同
来供给；集团物品，我们现在称为俱乐部产品，应当由志愿者或
者强制性的捐款来供给，也就是以私人为主体的自愿供给或者政
府强行供给①，如图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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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不同产品相对应的供给主体

（二）公共服务资金筹措及供给方式研究

３种供给主体有不同的供给公共产品的方式。政府的公共产
品供给是以强制征税为主要手段筹集资金，然后通过政府支出实
现；市场的公共产品供给是以收费等方式补偿支出来实现；以第
三部门为主体的、自愿的公共产品供给是通过社会捐赠或者公益
彩票等形式，无偿或者部分无偿地筹集资金来实现。随着供给主
体的多元化发展，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学
者张帆②在其研究中提出，在公共服务由政府供给的模式下，其
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共收费、政府发行公共品债券以及银行贷款。
学者平新乔③在全球性公共品的研究中认为，俱乐部性质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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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Ｅ．Ｓ．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 ［Ｍ］．周志忍，等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张帆．公共品的政府供给模式分析 ［Ｊ］．财政监督，２０１０ （３）：７６－７７．
平新乔．全球性公共品 （ＧＰＧ）及其我们的对策 （上） ［Ｊ］．涉外税务，

２００２ （１０）：１２－１７．



品的资金可以来源于向参与者收取的规费或会员费。随着供给主
体的不再单一化，非政府部门的投资、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合资
模式都成为公共服务的融资方式。

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带来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多元化。萨瓦
斯提出 “典型供给方式”。他通过对生产者和规划者的优化组合，
给出了１０种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包括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
合同承包、志愿服务、自由市场、补助、政府出售、特许经营、
自我服务和票券制。学者管亮①等在研究中提到了特许经营、合
同外包、财政补贴等供给方式，并简单地介绍了如今发展成熟并
被广泛运用的ＢＯＴ模式和ＴＯＴ模式。学者蔡晶晶②在对西方可
抉择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研究中，提到了国有企业供给、契约外
包等方式。

综合目前的研究，学者们认为，无论怎样的公共产品或者公
共服务供给机制，都是由政府代替公众进行公共选择的机制。怎
样选择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供给范围和供给标准，怎样进行公
共服务的供给评价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约束，都与政府的公共
选择与公共政策息息相关。因此，在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的提
供上，政府都是起主导或者监督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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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亮，刘红娟．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探析 ［Ｊ］．学理论，２０１０ （１２）：１４－
１７．

蔡晶晶．西方可抉择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经验透视 ［Ｊ］．东南学术，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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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休闲体育理论

一、休闲体育内涵分析

（一）休闲的概念
什么是休闲？这不是一个用简要的定义就可以阐述清楚的概

念。时代不同，对休闲的表述也是不同的，文化的差异也使得对
休闲的理解不一样。

在传统意义上看，汉语中的休闲一词最开始似乎与人无关。

１９７９年版的 《辞海》中，休闲一词只有一种解释，指农田因养
蓄肥力而闲置不种。但是，将休闲一词拆开，按两个字各自的字
面意思进行解释，就跟人息息相关。“休”字在以前表示的是吉
庆、美善、福禄，而这里的 “休”代表的是休养、休息、休整、
休假的意思，有自由调整、离开工作、摆脱烦恼等含义； “闲”
字最早的意思是范围，可以引申为法度之意、道德 （中道），后
来又有所扩展，有安静、无事、平常、与自己或正事无关等意
思，这里的 “闲”代表闲暇、闲适、闲逸、闲散、闲静的意思，
有随意、放松、自由自在等含义。但是，由于 “闲”字表示的是
无关紧要的事和行为，往往缺乏积极的意义，如闲言闲语、闲扯
闲聊、闲逛闲游、闲坐闲居，等等。然而，对于文人学士来讲，
自谦为 “闲”倒成为一种美德，如闲趣、闲情、闲雅、闲野等词
汇，表达的含义很有几分美感。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不脱离词
源本来的词源意义上，休闲是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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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当过美好的生活，其中美好的生活代表的是符合道德的生
活。① 时代发展到今天，休闲一词的内涵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

在现代社会中所使用的 “休闲”一词，应该表示离开工作、摆脱
烦恼、自由放松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汉语中，与休闲有一定关系的词还有 “余暇”一词。在这
里，“余”字有剩下、以外、饱足之意；“暇”字则有空闲、无所
事事之说。旧有 “暇豫”一词，意为悠闲逸乐。《国语·晋语二》

中说：“主孟啗我，我教兹暇豫事君。”韦昭注：“暇，闲也；豫，
乐也。”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述则是休闲娱乐之意。因此，按照旧
有原意，“暇豫”一词有工作之余、劳动以外、衣食之后行使悠
闲逸乐之事的意思，与休闲娱乐的含义十分相似。

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余暇被解释为空闲的时间，内涵中
不包括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仅仅代表空闲的意思。在此基础
上，“余暇”一词通常被作为一个前置词使用在实际生活中，即
在表达某种意义时，还要加上一个后缀词，如余暇活动 （即空闲
时间中进行的各种活动）、余暇时间 （空闲时间）等。需要指出
的是，ｌｅｉｓｕｒｅ一词在国内被一些学者翻译成 “休闲”，也被有些
学者翻译成 “余暇”。在这里，翻译成 “休闲”比 “余暇”更加
深刻、更加合理，更能够完整地表达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这一现
象。从词义来看，休闲一词既包含了 “余暇”所含有的时间意义
“闲”，又兼有如何度过这时间的动词 “休”。

在西方文化中，休闲必须是 “悠闲自在的”。这是对休闲概
念的一个共识。休闲的核心通常被认定为是放松，其重要性甚至
到了要求将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与活动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区别开来的程
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休闲就是一种心无羁绊、不需要考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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