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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自“创新社会治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以来，协调人角色统筹社会资源就开始成为

政府职能转型的必然趋势，在这里，职能转型价值旨向主要在于以优质、高效服务满足民众需求。由

于要把满足民众需求放在首位，这就使政府在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时，必须把处理好政府、市场

与社会三者之间平等关系作为最重要的一环，形成多元主体互动参与的局面，以较好地展现其价值旨

向。正如1995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委托基督教青年会负责罗山市民中心（罗山会馆）的日常运营

服务，标志着我国政府采用合同的形式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开始。在其带动下，南京、苏州、杭

州、宁波、无锡等长三角地区政府也开始运用多种购买手段进行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探索，走

出了新路。之后，在各地的不断探索中，长三角地区政府提出应按照不同标准，设计指标，对购买过程

社会治理视阈下政府向

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评估研究

——基于长三角地区的调查

季 璐 王青平 范炜烽

内容提要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议题，然而，评估的实施，则是推动这一议题

解决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评估模式的分析、特征概括、经验

总结，揭示了评估中存在的去行政化、社会化、合法化、协同性困境等问题，提出了构建多主体参与、突出效

能、立体式的、第三方参与的协同机制的优化策略。我们希望通过评估优化，能提高政府购买的效率，从而

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国家治理的水平与能力。

关键词 社会治理 政府购买 社会力量 公共服务 评估

季 璐，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210095
王青平，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94
范炜烽，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210094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凭单制运用评估及优化”（项目号：

16YJC63004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项目号：15BZZ055）
阶段性成果。

96



.k�G!è)3�;!>*L�¥.¼!Œ7ü.k�G.þ�“�������e�eE�=x@ð�\U•���Ö�Ç�ü�s�˜�•�9�Í+°�Ç4�6)�ÇU•$ì�ý.j�F"g�ÇU•�®�\�å�k�ÈBY�œ�9�Í�7@ð�\���ˆ�T�ÊC!�Y�9�Ù�ÔKt�&�ÜU•�Ž�<�²�07�+°'¥7žU•/�2[�²�\�ø+°3ûO¸U•	��Ã�²�,�Æ+°�<�]� �r���L4�=x�k�•�b+°�•	ùU•�T@ð�\�M�;�6U•�k�È�Ô�Ô+°=x�k�ÉB‚�S�ù&b�Œ�š�g�(�\�yU•,K •�Ê�é0X�5�å+°(�/÷@ð�\�M�;�¢�9�F>íU•E��9�ñ�9�U�º�ÔE��k�È	=.j�F�ÇFûBY�œ�9�Í���ˆ�•�,+°U•�‹�:.j�F!ç)2�G�Ü,$�Â� K»,lE�.ù�Ü*K�·'•+°*KJ«U•J«�5>þ�\�f�k�ÈBY�œ�˜�•�9�Í+°�ÊC!�Î2N�‹�AB£�²�’*x+°P��Ò�Ÿ"�U•�æ���Ÿ"�+°&R%å�g>Kò�Y�TU•�,�[�k�È	=.j�F�ÇFûBY�œ�˜�•�9�Í�:�)�â!ç)2�Ÿ2'+°-@/¢� �®�z�Ü�#@Ð�fU•�k�ÈBY�œ�˜�•�9�Í�[�)�â!ç)2�•2'+°Fù>�,(Û���)�â!ç)2(Ü���B�[�k�ÈBY�œ�˜�•�9�Í5ø	:+°)2@æEgD½�<���>Už�z���f0u�’51�E&�º�)�â!ç)2(Ü���B>ò��7�k�ÈBY�œ�˜�•�9�Í�®�•�{	8E�=x�²-@/¢�<���>� �¸�[�k�È�=.j�F�ÇFûBY�œ�˜�•�9�Í@ð�\�f�b+°�2�¼� �®=	8�<�]�•�y�k�ÈBY�œ.j�F3ð3ó�9�Í@ð�\�M�;�„�T+°K�MÄU•�ü�&	4�ˆ�;U•�Ÿ�î�:�;@ð�\�M�;�[�ñ&bB·�ë�<���>� B¡(Û0u�E� 4�0X�5�å�f�b�î�:+°.j�F�Ô����3ûO¸�ù�I�:C��°E5���<���>���z�—�H�‹�%�3�3@ê@Í�<���>E�=x�²#��‘+°�Î@Ô� �g�wU•,$�Ÿ+°�’�[�<�ÈF)@Ð@ò�\�²�k�ÈBY�œ�˜�•�9�Í�T�ÔE��)�â!ç)2�•2'	¸!ç)26)�Ç(Ü���B�Y+°�ˆ*TU•�r�%�º�®�•,K •�T��.j�F�{	8���˜�C�î�:���7�,�•@ð�\U•Dê�\�ü�s�k�ÈBY�œ�˜�•�9�Í�t(³U•���G�Ü.j�F!ç)2��E��,�,�f�d�ï+°K�MÄU•�E4f�{� �f�£�•+°�2�¼�r�â� &�º •U•�X�³EFDó�%J«�5>þ�\�f�k�È	=.j�F�ÇFûBY�œ�˜�•�9�Í@ð�\�M�;+°5/��U•�ý(Ü�²�¢�Y+°�,�ÇK�MÄU•�¢*] •�ü�&�²,$�À+°�D�B0‚*‘U•�Î2N�²���k�ÈBY�œ�˜�•�9�Í�Ô�Ô.j�F!ç)2�G�Ü+°	�=xE@�°� �¹� (Ý'ã�ƒ�½UŸ�l�É	>.k�G�ÈFüBZ�•�™�ž�:�Î@ñ�]�N�<�;'¦�®�f�²6)� #��‘�\�²?�U•A*MÄ3ð�º��������� ���47����4�7��U•�%J«�5>þ�\�f+°�ƒ�Ø���"����6"£��7û�
����JM���d�
���™�
��#U�
0u�ú�.�•�,�²#��‘+°Bð-@� ,$!��)�±�¢���\�fU•J«�5>þ�\�f�[(³�t�,�•�k�ÈBY�œ�˜�•�9�Í+°�\�fU•*]�º�\�,$�h�S+°�R�ÔU•�‹5†Kò�²�k�ÈBY�œ�˜�•�9�Í�:�ÊC!�I5/U•�¢�«�,�Ç�·M¥�TA��\�fA$�F�ú�.�Ž�<5€�Ô� 	0�\�å�k�È�TBY�œ�˜�•�9�Í@ð�\���ˆ�YE�=x+°�F�c�B�IA�U•E��9�ñ�ü�s�²�˜�•�9�Í+°�Ç4�6)�ÇU•$ì�ý�².j�F"g�Ç� 	8�"U•�‹�f�¢���\�f�k�ÈBY�œ�˜�•�9�Í@ð�\���ˆ,��3�M�;+°E5��	¸�ÊKq���ˆ+°�,�•�ü�Ç�²	��f�KG +°�\�ø3ûO¸� �����l�É	>.k�G�ÈFüBZ�•�™�ž�:�Î+±@ñ�]�N�<J«�5>þ�\�f�k�È	=.j�F�ÇFûBY�œ�˜�•�9�Í+°@ð�\���ˆ3ûDóDý����� +°�Î2NU•�T�£�•�ÊC!�Y�Ž�<�²��/÷Bß�º�ÊKq�ô�£�5�f�'¥7ž+°�F.ù@ð�\�M�;U•�Ÿ�e�š�k�È�÷�‘/7�Ò+°�9	8U•�g>�5���7�5.ù�M�;U•U‹��UŒ=x�k�g�(+°�•�,@ð�\�M�;� �lA?=x�k�g�(�[&�º�o�-�7+°�•�b�µ�¾�  •�®����������� ���‘U•�)�â!=�kF��´�oF��Š�î�˜0Í)2+° •�l3Ó�·�F�•�y�ÿ�ÿ!=K 3ð3ó�9�Í�Y�ï�%�”�)�S+°.j�F3ð3óE�=x, �Ñ@ð�\���<���>� �� •�f�É�šU•	0�\�T�k�ÈBY�œ.j�F3ð3ó�9�Í+°�£�•�Ê�é�;>íU‹�Ê"����•�·0uUŒ�YU•�‹�&	��²*]=x�kF�K��%BY�œDó/7, �Ñ�,�•@ð�\+°�±�å� �®�2�•�.�T��������� M�ý+°�'�k�È	=.j�FBY�œ�9�Í�Ê�é�Ê"�+°EF-��(�Y�:-š�3�&U•*]�.!=�k�l'¡�`���.4B�Ê���.BN�k�l���.�ý�e��3ð�<5€	4F�K��%�«�Ñ�g�•E�=x4(	4@ð�\Už�T��������� �'�d�
�.�Ÿ�º�ÔE��k�ÈBY�œ�˜�•�9�Í���ˆ+°�3�(�;>í�(�Y>!n	03Ó�Í@Í��+ý��F��<���>�z�Ü�#U•�'�)�â!ç)2�•2'�:�k�ÈBY�œ�˜�•�9�Í�(U•�'!´K_���F�S�’�’�Ñ�(��������� 0X���K� �<���>�z���f��	”�"N
U•�'�)�â!ç)2(Ü���B>ò��7�k�ÈBY�œ�˜�•�9�Í-@/¢�(U•�1��KH�2�'T|Q�’�6�(��������� 0X���K� �<���>�<���>=	8�<U•�'�•�y�k�ÈBY�œ.j�F3ð3ó�9�Í@ð�\�M�;�„�T+°K�MÄ�ö�%0‚�(U•�1!´K_�2�'.j�F.ý�’D½�6�(��������� 0X���K� �<���>B¡(Û���¼E5�)���”	GU•�'�k�ÈBY�œ.j�F�9�Í+°0X�5�å@ð�\U•.j�F�Ô����3ûO¸�ù�I�:C��°E5���(U•�1.»�
�2�'.»�&@æ�‡�(U‹�æ�³.j�F.ý�’'tUŒ��������� 0X���K� �<���>�z�—�HU•�'�k�ÈBY�œ�˜�•�9�Í�A�‘0X�5�å@ð�\�f�b+°�2�¼�(U•�1	ô�@$��2�'3û"z-@/¢�(�6�(��������� 0X�����K� ����



社会治理视阈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评估研究

2016/6 江苏社会科学· ·

门要履行监督职能，按照职能分工将承担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纳入年检、评估、执法等监管体系。

（2）政府推动的综合评估模式。由于传统的管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习惯思维，因此，评估在政

府推动下展开，并进行规制，也就成为不少城市常用的模式。如2011年出台的《富阳市居家养老服务

工作考评办法（试行）》就强调以审计、监督、民部等部门组成的联合部门，引入第三方机构的方式，分

为采用内部考核和外部评定，对购买过程进行考评。2015年上海市颁布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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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依据合同的事先规定、考核标准对购买服务的具体实施情况展开评估，将业务指标和财务指标纳

入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之中。

三、经验反思：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评估的困境

尽管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评估在长三角地区的积极展开，使该区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模式，但

随着探索与实践的不断深入与扩展，其理论、制度上的困境也凸现出来，一些问题也制约了公共服务

供给能力的提升。

1. 去行政化困境：评估过程中权力寻租的阻滞 由于体制惯性内的“行政-控制型”传统思维依然

存在，在“强政府、弱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态内，政府扮演着“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并常常表

现出“倾向于通过职能扩张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1]的倾向。在政府进行购买公共服务的评估中，这

一“扩张”以理性假设经济人身份为表征，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出于主观意愿及自身利益的考虑，

在购买前的竞标过程中，对指标体系按其指令性计划进行设计，甚至接受不具备资格的社会力量直接

充当评估方，也有评估过程敷衍了事或从中牟利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模日趋

扩展，财政支持的力度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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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使用、人员匹配等纳入项目考核体系，这种缺乏服务对象、成效、满意度的评估，会因其专业化的缺

乏而大打折扣，其可信度也受到质疑。

4. 协同性困境：评估的制度环境缺失 从国家层面来看，虽然，在 2013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中，对评估予以了重视；在 2015年财政部、民政部、工

商总局关于印发《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中也首先提及将信用记录纳入年检（报）、评估

中。在此过程中，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常州市关于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

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贯彻实施意见》等

政策的出台都有力的呼应了来自国家层面的要求，但内容较为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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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足公众需求，突出效能式评估过程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分化”与“断裂”的深刻变

化，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与多样化是其突出特点。由此，我们说要适应这一变化，突出购买过程的效能

式评估模式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不仅是为民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现实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趋势，具体而言：

首先，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评估模式。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公众需求为导向，对参与主体的水

平进行评估，我们认为，这是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基本策略。纵观长三角地区政府购买评估实施

过程，不难发现，它们在设计上，大多偏重于对财政投入、服务项目每年的资金投入总额及占全部购买

资金的比例等硬性指标。事实上，政府官员的认知、态度、情感等主观因素等也是直接影响到购买过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设计上，不仅应注重传统可量化指标，更应考虑主观性的因素，构建

集主、客观为一体的综合能力考评体系，并通过指标的赋权、量化，按照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展开实

施（见图1），以强化社会绩效过程中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图1 以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评估体系

[1]钟金玲：《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社会治理方式变迁研究》，〔福州〕《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11期。

其次，探索与定制化服务相适应的评估方案设计。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在民众需求的多元化与多

样化交织作用下，传统单一化供给模式空间不断压缩；集差异化、个性化，具有“锚向性”特点的定制化

公共服务供给日益凸显。与此相对应，我们的评估模式就不应再局限于既定的评价指标，而是应根据

不同区域、行业的民众需求为导向进行设计。作为全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率先试点的长三角区

域，更应立足本地实际，在实现“菜单式”向“订单式”服务过程中，不断完善既有的评估体系。以购买

居家养老服务为例，南京的具体做法是在购买过程中，首先进行信息采集，并以街道、社区养老设施为

依托，借助市场化运作机制，向居家老人提供“套餐式”服务，备受民众青睐。其评估指标是根据居家

老人“定制化”服务的特点“量身定做”。

3. 依托契约合同，构建多层面的立体评估体系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政府安排、定项委托、

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其本质即强调一种公共服务提供的契约化管理”[1]。

依此契约合同，多层面的立体评估机制的建立必须着眼于：

首先，实施由静态评估向动态评估的转变。静态评估是指评估的指标体系毫无变化，评估的时

间、空间、评估机构事先确立。这在长三角地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评估中运用非常普遍，也取得了一

定成就，但从互动协作程度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即它在某种程度上大大束缚了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按照政府购买初衷是旨在推动“上下互动、权力双向运行的过程，更多通过合作、谈判、协商、伙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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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确立认同和寻求一致目标等方式实现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态治理”[1]的逻辑，实行以合作参与式的

动态评估是其必然趋势。具体而言，在评估的时间上，实现定期与不定期评估相结合；在空间上，可以

选择在任何区域开展；在评估机构的确立上，按照资质水平、公众满意度，择取信用等级较高的“第三

方”；在指标体系设计上，根据不同时期民众具体需求、购买内容进行综合权衡；在技术上，运用互联

网+技术、QQ、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在增强民众参与积极性，与民众互动中，提高对多样化需求的

把握度，同时借助于大数据，对购买过程与能力进行预判。显然，动态评估“是对传统评估模式中管理

主义和价值主义倾向的超越，强调以人为本和以实用为导向，可以有效地克服我国政府购买服务评估

中多元主体参与不够、互动不足、权力不均衡等问题”[2]。

其次，坚持需求、供给与结果评估相结合。走访中我们看到，长三角地区目前的评估大多偏重于

结果方面，这明显有悖于公共服务供需平衡的旨向。我们认为，在评估机制的设计上，一是要以需求

评估为前提，也就是说在购买之前，必须考虑“是否需要提供、如何提供、提供水平”等系列问题，尤其

是要注意区分公共需求评估与私人需求评估，增强对购买环节监测的针对性；二是要以供给评估为核

心，它是指在购买过程中，当需求评估确定之后，作为提供者的政府一方，基于服务方案内容、服务方

案可行性考虑，引入第三方，对供需是否匹配展开的专业化评估；三是要以结果评估为方向，这与政府

购买公共服务的目的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技术效率”[3]有关。因为，以结果评估为方向，就是要

对承接主体开展服务的不同阶段，尤其是服务效果进行及时、有效的专业化监测，达到提升政府效能，

平衡各方利益主体诉求的目的，即从根本上讲，在于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

4. 创设制度环境，完善第三方参与评估的协同机制 从内涵上看，第三方评估在主体、方法、功能

上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具有内在的同构性；从实践上看，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如无锡、

苏州）虽然引入了第三方开展独立评估，但由于内外因素的交织影响制约了评估的效果，究其根源，还

在法律制度缺失。因此，对尚未引入第三方机构评估的城市而言，应加快引入第三方机构配套的法制

建设（如加强对第三方本身资质的评估），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要加强引入第三方机构评估的

经验交流。在区域合作、协商过程中，考虑制定并出台适合长三角区域内适用于第三方机构评估的可

操作性细则（方案），以确保评估做到有法可依。对已经引入第三方机构的城市而言，在评估过程中，

应建立健全防止官员行政干预的法律体系，使评估能真正摆脱“行政化”束缚，完善购买评估过程的问

责机制，健全终生追究制，确保评估的公正、公平、透明性、有法必依。如在《中共无锡市委无锡市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实施意见》中就明确指出“东东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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