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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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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

内容概要

《公共服务中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汇集了作者在过去12年中所写的主要论
文，它们探讨了“第三方治理”的概念，以及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范围和性质。这些论文集中于
五个重要主题，并形成了《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的基本结构：首先，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关系的理论基
础；其次，当前非营利部门的规模以及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关系的现实；第三，这种服务提供的合作模
式对非营利部门及其服务对象的后果；第四，20世纪80年代的紧缩政策对这种伙伴关系的影响；第五
，对本国及国际上发展态势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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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莱特斯·M.萨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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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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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围绕政府资助非营利组织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担心非营利组织参与到政府项目中去，会在机构中产
生一种令人不快的官僚化和专业化。政府机构希望在依赖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过程中，比它们自己提
供创造更大程度的异质性和灵活性，同时也必须保证，即使这些项目由非营利组织来实施，项目运营
的一些特征也是合乎标准的。这包括有效的财务管理与核算、维持最低的质量标准、提升基本的项目
目标、坚持特定的国家政策目标，比如平等机会、残疾人权利以及环境保护。政府项目会因此比通常
的财政资助涉及更多的文牍主义、烦琐的申请要求，以及管制方面的控制。事实上，在我们对非营利
机构的调查中，一半以上（53％）的回答者同意“应对企业和基金会的资金要比政府更容易”，不到
四分之一的回答者不同意这个观点。志愿机构为了处理政府项目的财务责任标准，通常不得不发展出
内部管理程序，这减少了机构的灵活性，威胁到其非正式的、志愿的特点。此外，政府项目有时会伴
随着管制方面的规定，这导致对专业人员更大程度的依赖以及对志愿者更少的依赖。有时候设备必须
有保证，必须遵守政府关于顾客／职员比率的方针、就业措施、有关残疾人的规定等（参见伯杰和诺
伊蒙斯（Berget·and Neuhaus）1977；罗森鲍姆（Rosenbaum）1981）。在有关政府对非营利组织资助
影响的所有担忧中，这个可能是最为可信的。但有一种趋势，把非营利组织明显的官僚化和专业化过
多地归因于政府资助。但是，加强机构管理、更紧的财务控制、在服务提供中使用专业人员这些压力
，并不仅仅来自于政府。几十年来，在非营利组织活跃的领域：社会服务、健康、教育甚至艺术和社
区组织，越来越专业化已经成为了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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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服务中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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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正版的，感觉很不错！
2、我也可以走学术范的好吗
3、从事相关研究的可以一读，还是不错的。
4、书中内容较散，前半部分比较好看。
5、萨拉蒙的经典著作！
6、不错的专业书，如果对非盈利组织比较有兴趣的。这是一本不错的书。
7、刚到手，翻了翻，感觉还不错！
8、大师的奠基之作。NGO管理基石理论。
9、开创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新理论，以新的视角研究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对非营利
组织的健康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10、第三方治理与志愿失灵。算是有诚意的论文集。
11、本来准备写这本的读书报告，无奈读完一头雾水。书中有大量的调查结果，大致是在讲政府
和NGO的关系。才疏学浅，读不明白。
12、书很好，是当前我国行政研究的参照之作。就是薄了点  而且写的很早
13、萨拉蒙的研究，核心在于政府与非营利机构合作关系的建构。
14、萨拉蒙本是新公共管理思潮中的代表性人物这本书汇聚了他最为经典的著作和观点，作为研究第
三部门与政府关系的开山之作当仁不让。值得反复品读。
15、公共服务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政府和社会两大部门之间需要和做，该书透彻地阐释了这一点
16、非常喜欢田凯教授，很赞的书。
17、考博学习用的，现在读博士了，继续学习。
18、非常好，适合政治学同学
19、质量非常好，快递不给力。
20、这本书围绕观点明晰 研究方法可以认真学习 不错 只是觉得一直在翻来覆去证明观点 内容还不够
多
21、对政府与社会关系，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关系界定清晰，观点新颖，对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很
有价值。
22、那篇方法论的附录，得再推算一遍。
23、翻译得很用心。
24、鼓吹公共服务中的ngo参与，但是公共服务本身的非科学性使得这种参与的效率如何很难测量，
尤其是在中国。作者是本领域的著名学者，大体上还是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思路。
25、对美国公共服务中‘组织’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说明
26、研究非营利组织必读经典
27、这本书是我专业课上需要的，在当当上买价格划算，数的质量也不错。
28、对搞这一行的很有用，我只是偶尔涉及。
29、第三部门的经典力作,必须珍藏.
30、这本书是作者的论文集成，所以有大量的数据,论证十分有力。而且在人们还未普遍关注非营利组
织，和非营利组织相关理论缺乏之时，作者已开始探索。
总体来说，书不错。不过注释由于每条注释内容较多，被放在后面，跟对应书页分开，对于菜鸟来说
，阅读起来有点不便。
31、老师说这本书蛮好的，所以就买了~充实一下自己的专业知识~
32、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视角
33、对NPO研究有帮助的一本书
34、老师指定的，作为参考用用还不错
35、由于刚开始看这方面内容，感觉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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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的笔记-第38页

        在美国福利国家中，政府-非营利部门的伙伴关系被普遍忽略了。两种理论对该问题负有责任：一
是流行的福利国家理论，二是流行的志愿部门理论。
根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理论，私人非营利组织的存在，是为了提供一定范围的、被社区的某一部门人
而不是大多数人需要的“集体物品”。非营利部门被看做是政府的替代物，它提供了整个政治社区没
有同意的产品和服务。
合约失灵理论，把志愿组织的存在归因于一种不同的市场失灵，这个重要概念是指，某些商品或服务
，例如对老年人的照顾，购买者和消费者是不一样的。在这些情况下，标准的市场机制就行不通了，
因为它涉及消费者在足够信息基础上的选择。因此，不得不有个代理人，为购买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其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符合适当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在该理论看来，非营利组织形式可以作为这种代
理。
志愿失灵：一个新的志愿部门理论。已有的志愿部门理论的不足在于，这些理论基本上是用市场体系
和政府失灵来解释志愿部门的存在，志愿部门因此被视为派生出来的、次要的，只是替代那些制度不
足的地方。新的志愿部门理论就是将已有的志愿部门理论倒过来，也就是抛弃那种认为政府是对市场
失灵的反应，把志愿部门视为替代性的主要反应机制的观点。这种理论不认为志愿组织是由于政府提
供集体物品的机制有着固有的局限性而弥补政府失灵的派生性制度，它把这种观点倒过来，把政府看
作是志愿部门或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导致的志愿失灵而作出回应的派生性制度。
志愿失灵使得政府的行动成为必须。一般来说，志愿失灵包括四个内容，首先，慈善不足。其次，慈
善的特殊主义。再次，慈善的家长式作风。最后，慈善的业余主义。

2、《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的笔记-第185页

        表11.4里面数字印刷错了。

3、《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的笔记-第22页

        第三方治理的兴起与公共行动方式的转变
对民主政府和公共项目管理的性质有着深刻意义。首先，它产生了严重的责任accountability问题，因
为在这些项目中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只是被选出制定和监督项目的官员有一些无关痛痒的责任。许多
第三方执行者对联邦政府的监督非常敏感，它产生了一种压力去把责任限定在财政控制和行政程序这
些狭隘的技术问题，而回避了项目结果这些更有价值的问题。第二，与责任密切相关的是管理方面的
严重问题。这些行动方式中，基层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不再是公共雇员，而是银行家和商人、医
院管理人员、企业的税务会计。这种情况下，关于如何让公共机构组织和运转起来、如何激励和监督
公共雇员的知识已经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复杂的、关于公共行动工具的政治经济学，它解释
了如何对非联邦行动者进行激励，帮助了解不同工具对不同目标的适用性，并指导联邦管理人员如何
更加成功地讨价还价，塑造他们不得不依赖的昔日同盟者的行为。最后，政府行动方式的变化，对协
调政府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让协调的任务更加复杂了，也增加了政府整合机构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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