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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

内容概要

非营利部门在世界各国已构成了一股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发挥着越来越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的非
营利组织也正在悄然升起。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和促进中国社会力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这也是本书出版的良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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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莱斯特·M.萨拉蒙，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教授，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政府行为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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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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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公民社会的比较观　　二主要发现　　（三）福利服务占主导　　教育为主的模式也许非
营利活动最普遍的结构就体现在“教育为主的”模式中。22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符合这种模式，包括比
利时、爱尔兰、以色列和英国以及5个拉美国家中的4个。该模式的本质特征是非营利就业严重集中于
教育领域。这8个国家的教育领域的就业平均约占非营利总就业的48％。在比利时、爱尔兰和拉美，反
映了天主教的突出地位及其在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性。与宗教结合的教育业解释了以色列非营利教育
的突出性，虽然其宗教对应的是犹太教而不是天主教。相对照的，在英国，教育领域的非营利就业集
中在高等教育，反映了撒切尔时代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从公立到私立非营利地位的转型。　　虽然这8
个国家的非营利就业普遍集中于教育领域，但是其非营利就业的平衡点却不相同。例如在英国，文化
和娱乐集中了就业的25％。在爱尔兰、以色列和比利时则是卫生保健的就业占了27％～30％。在墨西
哥，商业性和职业性的组织占了非营利活动的第二大地位。总之，虽然这些国家具有某些共同的重要
特征，但是从其他尺度来看却又是不同的。　　卫生保健主导模式第二种非营利结构的模式在美国、
日本和荷兰很明显。该模式的本质是卫生保健领域的非营利就业范围广泛。这些国家集中在卫生保健
领域的就业平均占其非营利总就业的45％。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卫生保健领域的独特私营特色。此外，
这三个国家的教育领域也占了非营利的相当规模，但是在美国和日本主要是集中于高等教育，而在荷
兰则是集中在中小学教育。　　社会服务主导模式第三种非营利活动类型主要在奥地利、法国、德国
和西班牙等四个西欧国家。这几个国家都有广泛的天主教背景。然而，从许多方面来看，宗教对于教
育的影响比较微弱，而对于个人社会服务领域则保持着强烈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社会服务领域平均占
非营利总就业的44％左右，但是在两个国家（法国和西班牙）教育领域在非营利中的规模也相当可观
，而在德国卫生保健领域的非营利就业几乎与社会服务领域的份额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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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营利部门在世界各国已构成了一般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发挥着越来越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
的非营利组织也正在悄然升起。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和促进中国社会力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
义。这也是《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出版的良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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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数字 涵盖国家较多 有很多出乎意料的发现 有时也感叹硬性的分类其实并没有必要
2、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社会指数，遗憾的是，中港台的要去看英文的。
3、想做公益，该读什么书?——推荐书目整理  点开这个豆列就看见这本大水书排在第一。。。。
。btw作为一本资料书的确还是很不错的。
4、好多数据。。数据。。数据呀~提供了欧美各国NGO界的基础数据
5、400多页。。。看完感动了

Page 7



《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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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