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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对策建议

深刻剖析T县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表现和原因，其优

化路径和对策建议的提出，同时对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县也

有借鉴意义。

（一）立足当地实际，建设服务体系

一是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需求，在国家标准

的框架内，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及标准，要对公

共服务内容的特殊性、形式的特殊性给予更多关注，将民

族特殊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融汇于政策原则、体系

构建的过程中，同时注重体现覆盖广、易操作、便利便捷

等特点。二是贴合当地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本区域内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交通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不

能随意复制照搬，要体现全局性、计划性、前瞻性以及科

学性。三是在原本经济条件有限、公共服务不足的基本现

状下，更要注重将比较有限的公共服务提供给最迫切需要

的群体，侧重考虑公平性。 

（二）发展县域经济，保证公共服务投入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宏观经济

发展与微观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

合部，对县级公共服务的供给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几乎

决定着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保障的多与少。县域经济包括

县、乡、村三级的经济个体和组织，也包括多种所有制形

式、各种经济类型。一是充分利用民族地区地域特色，制

定促进经济实体、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培育本区域特有

的民族品牌和龙头企业。二是找到本区域内的主导产业，

充分发挥区位、资源、成本优势，找准定位，主动向发达

地区取经，争取融入区域经济圈；三是打破县域发展壁

垒，冲破行政区划藩篱，促进各类资源和人才良性交流和

互动，加强信息资源共享。

（三）创新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还是公共选择理论，都提倡社

会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一是保证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地位不变，在负担起供给重任、履行好

供给义务的前提条件下，统筹好全局。二是充分调动起社

会力量，引导企业在经营营利的同时树立社会责任意识，

号召社会资本参与社会事业，进入公共服务供给领域，逐

步建立起多元化的供给机制。三是对政府和社会力量在公

共服务供给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清晰的界定，由政府提供普

遍性、基础性的公共服务，社会力量则起到补充和辅助的

作用，提供个性化和定制服务，在供给公共服务的过程中

不断找到合作的契合点。

（四）建立科学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 

树立效果意识，建立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倒逼

公共服务供给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一是确定评价的

主体。政府机构内部的评价，以上级主管为评价主体；群

众是公共服务的直接接收者，对公共服务的效果最有发言

权，可作为主要评价人；可引入专业的第三方评价机构，

这种机构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评价方法相对科学，评价过

程干预的可能性较小，会使得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和公正。

二是确定合理的评价指标。完善评级指标，把群众对公共

服务的满意度作为重要指标选入指标体系，同时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更新指标。三是确定科学的评价程序。在开展评

价时，可邀请公共管理领域的专家对程序进行科学评价，

邀请群众和干部对过程进行监督。

结　语

基本公共服务的普及、普惠，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迈

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指征。T县依照国家标准建立了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但较国内发达区县市还有一定的距离，还需

要从多方发力，相信通过努力，建立现代化的公共服务体

系已在不远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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