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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其重点在于“供给”体系的完善，以“推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是城乡统筹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是“让八亿
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
俞雅乖著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与城乡均等化》从理论梳理和案例研究人手，以民间组织
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式为基础，探讨了符合中国现阶段需求的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参与农村公共
服务供给的模式创新，以及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一主多元”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
构建，并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进行了效率评价，最终以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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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算今天看到比较合规范的研究了，探讨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理论框架是公私合作与资源依赖。
不过也脱离不了“多元主体”的应然设想，同时还有个问题，对这个地区（主要案例在浙江）来说农
田水利有这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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