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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情况来看，普遍为基本保障型，而非提升质量型。虽然

近年来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倾斜，T县各方面的服务供给

情况有了改善，但仍然存在教育质量不高、师资综合素质

有待提升、教师队伍不稳，教育教学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依

然不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不健全、医疗服务效果提升慢，

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化程度低的情况，这都是供给质量不

高的具体体现。

3、公共服务供给的民族特色尚待加强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

和魅力的人文环境、风俗习惯以及民族文化。通过对T县

的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的梳理，发现在现有的公共服务体系

下，民族性这一特征没有充分地体现，或者说没有侧重。

一是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民族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自治县

的公共服务应体现民族特色。各级在制定政策时层层下

推，往往都按照一个标准，没有较为明显的凸显特殊性，

精准服务尚未形成。T县以藏族为主，共有28个民族的群

众在此生活，“一视同仁”的政策无法满足各民族群众的

差异化需求。二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对公共服务的参与意

识强。由于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往往与中心城市或行政中

心相距较远，形成了一种较为封闭的文化圈子，对政府行

为没有参与意识，人们享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取决于

政府的“责任心”，缺乏主动参与公共服务的认识和根据

自身需求提出服务要求的主动性。缺乏民族特点和区域特

点的公共服务不能发挥缩短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区域差

距的社会功能，不能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既是公共资源

的浪费，也是民族疏离和民族矛盾产生的原因之一。

（二）T县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

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为后

续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T县是少数民族自治县，其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具体来讲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投入资金相对有限

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与资金投入呈正相关

关系，而投入资金又与地方财政挂钩，地方财政的多寡决

定了公共服务财政资金的多少。长期以来，少数民族自治

县的财政收入体量小，增速缓慢，导致公共服务的资金严

重短缺。T县过去为国家级贫困县（2020年2月28日退出

贫困县序列），既要承担扶贫重任，又要耗费巨大的财

政支出供给公共服务，不仅财政支出面临困难，还会影

响其他方面的发展。因此，T县政府自然更为重视事关经

济效益GDP的发展和项目的建设，而不得不相对放缓对教

育、医疗、就业等具有社会效益事业的资金投入。从目前

的情况看，T县既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特点，又有

财政收入来源少的特征，公共服务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偏低。

2、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

近年来，我国已经逐步开放社会资本进入政府公共事

业，公共服务供给主体范围在不断扩大，特别是PPP模式

在公共基础设施、市政服务的建设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

用，这在发达地区体现的尤为明显。然而在少数民族自治

县，政府仍然是绝对的公共服务供给者。当然，这与政府

角色的特殊性有关，政府在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时，出

于公心，有能力也有责任保证公共服务的普遍可及，以缩

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同时，政府作为唯一供给者的主要

原因还是为了保证群众在服务使用方面的平等性，担心社

会力量进入后破坏公平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在公共

服务供给的主体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但在效率方面和灵活

性掌握上存在劣势。由于目前社会资本有限加入农村公共

服务的供给领域，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但却关乎群众生活发

展供给领域和范围，容易被忽略。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

T县政府是绝对的主角，并且这一角色毋庸置疑不能改

变。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的统筹全局的强势并不能掩盖

其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效率低和灵活性差的弱点。从现在的

情况看，政府独揽公共服务供给，导致了机构臃肿，加大

了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把公共服务的效率拉低了。

3、公共服务供给的机制不健全

一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筹资机制还未真正建立。

T县目前的公共服务均由政府全权包揽，供给主体是政

府，社会力量还未广泛参与提供和发展公共服务的事业。

T县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政府拨款以及转移

支付，本来就不多的政府资金难以满足群众对公共服务的

需求。二是公众表达公共服务需求的渠道不畅通。由于各

乡镇、街道在经济状况、少数民族分布以及人文历史方面

的不同，其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存在差异。一些牧区群众享

受到的服务明显不足，而一些乡镇的服务又显得供过于

求，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上对下”的渠道畅通，

而群众对政府的向上沟通渠道没有建立，这就导致了政府

无法及时地了解群众的需求。明显的行政任务和没有调查

的主观行为促使政府以政绩论英雄，而非群众的获得感。

三是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机制不健全。通过调查发现，T

县对于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果没有评估，对过程没有实行有

效监督。我国目前公共服务的过程监督主要是以内部监督

为主，但是内部监督容易形成事后监督和被动监督，如果

有专门机构进行过程监督，也缺乏合法地位。有些地方有

侵吞、挪用公共服务专项资金的情况发生，因没有过程监

督，发现问题为时已晚。

Society & Community丨社会·社区 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