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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

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为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现代化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阐明了价值目标和基本遵循。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被纳入国家关注的

重点。尽管如此，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仍有许多发展劣势，

大部分处于自然环境极端、区位环境不佳的地域，面积宽

广但居住密度低、经济发育不足，这严重影响其吸纳人才

和资源的能力，制约了发展。由于受上述因素影响，少数

民族自治县政府为人民群众提供教育、医疗、基础设施、

卫生文化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成本高于其他非民族地

区，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同时也增加

了供给难度。经济发展状况与公共服务能力相互作用、互

相牵制，造成了少数民族自治县在公共服务水平上与非民

族地区、发达地区存在差距的状况，这就为少数民族自治

县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带来了挑战。本文聚焦少数民

族自治县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实践，分析其面临的困

境，试图寻找出优化路径和对策。

T县是藏族自治县，地处甘肃省中部，行政区划归武

威市，位于武威市南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个实施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的地区，同时也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的

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该县处在西部高寒地带，海

拔平均为3000米。该县境内共有28个少数民族，以藏族

为主，藏族人口已经达到该县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的

97.14%，是全国四省藏区之一——甘肃藏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T县全县下辖9镇10乡，176个行政村，18个居委会。

从目前来看，乡镇政府已经是该县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力

量。近年来，T县为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帮、住有所居、文体有

获、残有所助”的目标，进行了许多尝试和探索，初步形

成了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

T县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

（一）T县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表现

1、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欠佳

从T县公共服务状况来看，没有实现公共服务提供的

最优解，存在供给效率不高的情况。教育、卫生、就业服

务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还是投入型，投入的资金多、人

力多，但服务收效甚微，供给效果没有达到预期。T县自

然地理位置不佳、经济发展基础不牢、发展水平落后。地

域广袤再加上人烟稀少，必然使得公共服务的可达性受到

影响，还会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成本。同

样，供给成本高，后期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维护和后续服

务的成本也会很高。另外，人口在一定范围内的稀疏也会

导致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主动享用的次数远低于预期，对

服务主动提出需求就更不可能。同样成本的付出并不能换

来同样效率的公共服务供给。

2、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未达到最佳

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高不高，以群众的获得感为衡量

标准。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社会

的发展密切相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强，才更有信心和

热情从事生产生活。目前少数民族自治县在公共服务供给

方面还存在着质量不高的问题。从T县的基本公共服务供

少数民族自治县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和优化对策
——基于T县的个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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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自治县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是县域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

涵，也是促进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重要保证。本文以T县为个案，分析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的现状，归纳出供给不足的表现和原因，提出以立足当地实际建设服务体系、发展县域

经济保证公共服务投入、创新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建立科学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

体系为重点的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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