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绪论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公共需要的概念，公共需要与群体需要，个体需要之间的

关系；掌握公共事务的概念，了解我国传统“事业”到现代公共事业的转型，明确我国公共

事业的范围；掌握公共事业概念，公共产品理论、学会区分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理论和

私人产品；理解公共事业管理概念，把握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系统级对象；区分公共事业管理

与其他相关管理。 

二、教学重点、难点 

（一）教学重点： 

1、公共需要理论； 

2、社会公共事务理论； 

3、公共事务及公共事业的概念，以及两者间的联系； 

    4、公共产品理论； 

    5、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含义及构成要素。 

（二）教学难点： 

1、认识公共需要，区分公共需要、个体需要及群体需要； 

2、公共产品的界定，纯公共产品，公共资源、俱乐部性准公共产品的区分； 

3、以公共产品和社会公共事务概念、理论来确定公共事业管理对象； 

三、考核知识点与要求 

（一）识记 

公共需要、公共产品、公共事务、公共事业、公共事业管理的概念；  

（二）理解 

1、公共需要、公共事务、公共事业之间的关系； 

2、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转变； 

3、公共产品的特征及分类； 

4、公共事业的界定； 

5、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要素，管理主体、对象、原则； 

（三）应用 

1、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对现实中的公共产品进行分析； 

2、能对正确区分各类公共事务、公共产品，并明确公共事业管理的范畴； 



 1 

3、根据我国公共事业管理发展进程，对我国当前公共事业管理现状有基本认识。 

四、基本概念 

1、公共需要：公共需要是相区别于个人需要好群体需要的社会整体需要，是以社会共

同体的利益为基本表现形式的普遍需要，本质上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和利益。  

2、公共事务：是指涉及社会公众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那些社会事务，具体言

之，在一个社会中，公共事务是企业和个人家庭所不愿做也不能做，但又是既对整个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也对社会全体公民基本生活来说必不可少的事务。 

3、公共事业：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而正

在形成发展的社会全体公众的事业，是面向社会，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基本目标，直接或

间接为国民经济提供服务或创造条件，关系到社会全体公众基本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并且

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活动。   

4、公共产品：指那些按照私人市场的观点来看待的公共事务，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

用于满足社会公共消费需要的物品或劳务。  

5、准公共产品：指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特点中的一个，另一个不具备或不完

全具备，或者虽然两个特点都不完全具备但却具有较大的外部收益的产品。  

6、公共事业管理：就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凭借公共权力，为

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发展，采取一定的方式对公共事业活动进行调

节和控制的过程。 

7、公共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致力于协调社会公共利益关系，服务社会大

众，提高公共利益为宗旨的组织。 

8、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的以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且是非官方的，即组织本

身并不具有行政权力的公共组织。 

9、准行政组织：准行政组织是介于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一种过渡型公共组织，

即非营利的以增进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但通过授权等行使一定的行政权力或通过所具有的

公共权威，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具有一定强制性的公共组织   

五、基本理论和问题 

1、如何认识公共需要、公共产品、公共事务、公共事业之间的关系？ 

公共需要是公共事务、公共产品、公共事业产生的基础，认识公共需要，也是我们认识

公共事务、公共产品、公共事业的基础。公共需要是相对独立于个人需要和群体需要的社会

整体需要，是具有公共性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共同体所具有的带有共同性、共享性的需要，

现实中，公共需要并不能都得到满足，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于是公共事务产生。在处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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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就是公共产品。而公共事业便

是公共事业、公共产品中的一部分。具体来说，狭义的公共事务，也就是社会公共事务构成

了公共事业的主体，公共事业生产的产品则主要集中在准公共产品领域。 

2、社会公共事务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是什么？ 

公共事务：指涉及全体社会公众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那些社会事务。公共事务

的特征主要有：（1）公共性；（2）劳务性；（3）非营利性；（4）阶级性。 

3、准公共产品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准公共产品如何划分？ 

准公共产品：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特点中的一个，另一个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

或者虽然两个特点都不完全具备但却具有较大的外部收益的产品。①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

性不充分；②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不充分；③两者都不充分，但能产生较大外部收益。 

4、公共事业管理与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企业管理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1）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联系：管理目的相同，在管理范围上有联系，在管理主体上有区别：A、从管理对象和

范围来看，行政管理的管理对象和范围均广于公共事业管理 B、从管理主体来看，行政管理

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政府部门，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则是公共组织乃至特定企业 C、从

管理方法和手段上来看，行政管理的手段较单一，而公共事业管理的手段较丰富。 

（2）公共事业管理与公共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联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公共管理包括公共事业管理。 

区别：A、从管理对象来看，有宽窄之分。公共管理的范围是广义的一般的公共事务，

公共事业管理的对象是狭义的社会公共事务。B、公共管理与政府职能、宏观调空职能、经

济管理职能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相连，公共管理的范围主要是狭义的社会公共事务，主

要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相关。C、从管理手段来看，公共事业管理是刚性手段和柔性手段

的并用，但在具体管理环节中柔性手段占主导地位。但公共管理二者都得到广泛应用。 

（3）公共事业管理与企业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联系：二者关系越来越来密切。 

区别：A、目的不同；B、管理所依托的权力不同；C、管理的性质不同；D、管理的物质

基础不同；E、管理的限制因素不同；F、对管理人员的管理要求不同；G、绩效评估不同。 

5、公共事业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研究对象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规律。具

体内容有：公共事业和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概念、属性和特点，公共事业管理的环境，公共

事业管理的模式与层次，公共事业管理的主客体系统，公共事业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公

共事业管理的基本职能、基本方法和管理体制，公共事业管理部门的战略管理和公共事业管

理的一般过程，公共事业管理机构和人员以及行为规范，公共事业分类管理的概述和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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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的绩效评估等。 

6、公共事业管理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主要有哪些？各种方法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学习和研究公共事业管理，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从当前我国公共事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并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在相关公共事务的管理及相关

管理的实践和理论中一切有用的经验和知识，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公共事业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事业管理的管理学科体

系，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方法：实践抽象法、实体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实验法。   

7、当前学习和研究公共事业管理有什么意义？ 

公共事业管理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在我国刚刚起步，但目前，我国传统的

事业管理体制与新型公共事业发展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因而加强公共事业管理的学习和研

究，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职能，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事

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是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是当前改革的迫切需要；学

习和研究公共事业管理，能直接促进我国科学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形成，极大地推进政府

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