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文献： 

第一章 绪论 

1、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

争.段宏，等，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 

2、陈晓春.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性质与成因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6） 

3、朱大旗.实现公共需要最大化.中国改革，2010(4) 

4、李银菊.论一般性公共需要和特殊公共需要.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2006(4) 

5、林宏.地方公共需要量估算.广东经济，2003(2) 

6、林宏.中国地方公共需要量估算以及满足对策——基于 OECD 成员国的实证分

析.开发研究，2003(3) 

7、姜超.从公共产品的角度议高校图书馆不文明现象.经济研究导刊，2019(1) 

8、刘卫东，徐国成.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演进逻辑与中国实践.社会科学战线，

2018(3) 

9、李泽昊.公共事业管理发展现状及策略分析.管理观察，2018(22) 

10、生阳阳，陈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参与规模问题分析.改革与开放，2018(16) 

11、张玉佩.社区公共事务自主治理：背景、机制与模式，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8(1) 

12、龚弯.中国特色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协商治理.纳税，2018(20) 

 

第三章 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系统 

1、王中峻.关于国有企业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相关分析.科技资讯，2018(3) 

2、彭国甫.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5(3) 

3、朱仁显.现代西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特征.发展研究，2002(9) 

4、张玉亮.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方式创新：进程、成绩与经验.学术探索，2008(1) 

5、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比较

法研究，2007(3) 

6、仵希亮.非营利组织切入公共事业的运营机制——以 CX公益为例.金陵科技学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7、田凯.西方非营利组织理论评述.中国行政管理，2003(6) 

8、王名.非营利组织的时候功能及其分类.学术月刊，2006(9) 

9、徐丽华.校企合作中企业参与制约因素与保障措施.职业技术教育，2008(1) 

10、马永斌,王孙禺,刘帆.美、英、日大学-政府-企业合作模式对比与分析.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2010(1) 

11、谢伟东,何雯.公私合作模式融资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中的实践.城市轨

道交通研究，2006(3) 

12、赵立波.公共事业主体多元化及规制探析——事业单位改革视角的研究.国家

行政学院学报，2005（5） 

 

 

第四章 公共事业管理的目标和方法 

1、易承志，江友群.论公共管理方法及其发展趋势.湖北社会科学，2004(7) 

2、张丽霞.当代公共管理方法的变革与发展趋势.党政论坛，2004(11) 

3、于娜，雍少武.当代西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方法与启示.中国科技信息，2001(8) 

4、陈国治.创新行政管理方法 提高基层政府管理能力.中国行政管理.2005(1) 

5、曾峻.执政能力、政府能力与公共行政管理方法创新——“公共行政管理方法

论创新”研讨会综述.中国行政管理，2005（1） 

 

第六章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与项目管理 

1、陈振明.公共部门战略管理途径的特征、过程和作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2004（3） 

2、倪星，杨芳.试论新时期中国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能力的提升.武汉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2006（1） 

3、汪大海.试论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十大误区.中国行政管理，2004（6） 

4、王雁红，詹国斌.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探索与争鸣，2003（9） 

5、杜亚灵，尹贻林，严玲.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综述.软科学，2008（4） 

6、王宏昌.浅析我国公共项目管理绩效考评的改进路径.西部财会，2010（1） 



7、王帅力，单汨源.PPP 模式在我国公共事业项目管理中的应用与发展.湖南师

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1） 

8、吴祥明.公共投资项目管理的实践和探索.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8） 

 

第七章 公共事业产品的提供 

1、董再平.论公共产品的市场提供.经济与管理，2006（10） 

2、王金安.准公共产品市场提供的效率与公平分析.财经论丛，1999（3） 

3、王旭坤.准公共产品提供方式选择的依据.山东财政学院学报，1999（6） 

4、汪永成.浅论我国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方式的改革.学术评论，1998（8） 

5、陈玉璞.基于消费者行为特点的公共产品提供方式探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2017（2） 

 

第八章 公共事业管理责任 

1、丛晓梅，公共事业：责任、使命与制度安排——读席恒《公与私：公共事业

运行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3（5） 

2、赵秀荣.我国公共事业组织公共责任和监督机制问题研究.内蒙古电大学刊，

2007（12） 

3、安柱.公共事业：责任、使命与制度安排.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1） 

 

第九章  现代公共事业管理体制 

1、左然.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事业制度——论事业单位改革方向、目标模式及路

径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9(1) 

2、王澜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历史回顾.中国行政管理，2010(6) 

3、岳云龙.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取向及路径选择.中

国行政管理，2008(4)。 

4、范恒山.关于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

2004(12) 

5、朱光明，非营利机构与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4(3) 



6、李文钊，董克用.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理念与政策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5) 

7、符钢战.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专题讨论）——公共产品短缺与中

国事业单位改革——兼论政府职能的第二次转变.学术月刊，2007（1） 

8、谢一帆.法人治理结构：事业单位改革的新课题.兰州学刊，2008（8） 

9、余兴安.事业单位改革的十个问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3） 

10、徐晓新，张秀兰，余晓敏.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来自社会企业的启示.北京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第十章 公共事业分类管理 

1、赵应生，钟秉林，洪煜.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教育研究，2012（1） 

2、陶西平.推动中国民办教育事业的合理转型.教育发展研究，2005（20） 

3、何成森.医患关系的演变对当今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启示.江淮论坛，2015

（2） 

4、李敏，顾俊.中国医疗事业效益分析之系列研究——2007—2009 年中国东部、

中部、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效益分析.价值工程，2012（29） 

5、毕四岭，袁长海.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定位分析.中国卫生

资源，2006（2） 

6、傅才武.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的转型.江汉论坛，

2012（1） 

7、孔昭林.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创新探析.中国行政管理，2007（8） 

8、闫平.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公共性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山东社会科学，2008

（12） 

9、姜郁文，俞建华，黄友直.关于发展民间科技事业的思考.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3） 

10、王为民.借鉴国际经验，改善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管理现代化，2005（2） 

11、王俊豪.英国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评析.环境经济，2005（7） 

12、王俊豪.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若干理论问题.学术月刊，2010（10） 



13、胡德超，蔡玉胜.城市公用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及启示.经济纵横，

2007（4） 

14、杨华.城市公用事业公共定价与绩效管理.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4） 

15、郭蕾.城市公用事业中的话语权垄断与政府规制.城市问题，20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