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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中，公私主体间契约责任关系的规定与认知、外在制度与内在规范、制度方式与伦

理方式等维度关系，对公私主体合作实施政策及实现政策目标具有重要影响。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

目标偏离和政策效能不足，与公私主体恶意违背契约责任或责任认知出现偏差有关，也可能与政策制

度非正当性有关。例如，政府购买服务中，作为承包商的社会组织转移和侵吞政府财政资金，滥用私

人裁量权，提供低劣的公共服务，侵犯政策服务对象的权益。我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处于发展

期，在该阶段较易发生政府机构或私人机构关联性的契约责任问题。

一、契约责任界定

政府购买服务中在公私主体间存在各种类型的契约，每一种类型的契约对应于特定的契约责

任。“契约责任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缔结的契约而产生的。”[1]事实上契约责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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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1]。广义的契约责任，不仅包括基于合同契约所裁定的契约责任，还包括基于其他契约而裁定

的契约责任。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合同契约还是其他类型的契约，因为契约本身的不完备，即使当

事人付出极大的努力细化合同契约，或将口头约定的契约尽可能地转换为书面契约，也不可能将契约

内容完备化。契约内容的属性是不完备的、变动发展的，决定了契约责任的非完备性，通常当事人只

能明确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中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及违约的责任后果。尽管契约责任是非完备的，但在

具体的时空情境下，当事人可商议确定契约责任，以使得契约责任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就此而言，政

府购买服务中公私主体间契约责任又是变动和发展的。契约责任的非完备性要求在政府机构与私人

机构之间建立正式与非正式的沟通机制，实现信息的双向流动，使得公私主体在获得必要信息与商议

的基础上不断地明确契约责任的内容。

二、契约责任失效的四种类型

制度框架内的责任失效是指政府购买服务中公私参与主体遵守有关法规政策和制度契约，但遵

守该制度并不导向责任履行，相反，却导向责任非合理地履行，即致使政策目标失效。具体地，政府购

买服务中，制度框架内的责任失效包括政府体制内购买、政府非典型性购买、政府逆向购买和制度契

约反噬公私主体。制度框架内的责任失效机制是一种表面看正当合法的责任履行机制，但实际上却

未能导向政策资金和资源投入利用的效率和效能目标，未能实现政策实施的总体性责任目标。制度

框架外的失效责任，被普遍认为是违背法规制度的，而制度框架内的责任失效更难找到被问责的主

体，甚至就找到不到何种主体该为制度内的责任失效负责，因为该公私主体根据制度来实施和履行责

任。制度框架内的失效的责任必须清晰地剖析展现失效的责任必须清晰地剖析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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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为事实上隶属于街道的准事业单位人员。目前承接项目的工作人员基

本全部是各街道的社区社工；也即，通过社区社工承接政府项目，为其辖区内居民提供服务。政府购

买服务的政策实施中，并非以民间社会组织为承接主体，而是以街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某某社区的名

义来申请项目资金，实际上就是以官办社会组织为项目承接机构，以各社区工作站社工为主体申请和

实施服务项目。既然以官办社会组织为项目承接主体，那么通过购买服务政策对民间社会组织发展

的推动力就被压缩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策实施中，此种做法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该做法与我国

政府推动的政社分开与事业单位改革方向相背离，也与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社会化改革及公私合作治

理发展路径相悖。

政府购买政策实施中，政府将项目交由社区社工来承担，并不能保证资金有效利用，也不利于

多元主体社区治理发展。社区工作站的社工有本职工作，要完成社区工作各项任务目标，对于所承

接的购买服务项目是其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承担的工作负担增多、增重。项目承接主体对购买

服务项目不能有充足的人员、时间和精力投入，项目执行就难以达到预定的绩效目标。体制内购买

服务会引发监督不畅问题，因监督不到位而引发资金使用不规范及服务产生低效能问题。内部监

督是有分寸的，对出现的问题及相关责任人问责也是有分寸的，对项目实施中资金使用及产出效能

有意见、有批评，但针对问题的惩罚措施是内部人自行决定的。既然是体制内一个系统的人员，那

么民政局人员对社区社工所承担的工作职责和能力结构等方面比较了解，对出现的问题或未完成

合同规定的绩效目标的社区社工，民政局作为购买方也不会真正采取严格的惩治措施。基于此事

实，由民政局选择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履行监督与评估责任时，会掌握好监督评估的度，并不会对

与政府部门存在业务关系的组织采取严格的监督措施。因此，体制内购买服务不利于对项目实施

监督，很难确保监督工作获得良好效果。当购买服务中监督失效或流于形式时，就难以确保资金安

全及资金投入的产生效能。

2. 政府非典型性购买

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政策目标是满足社会多元服务需求，尤其是满足弱势群体的服务需求。政

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的另一目标是透过购买服务政策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然而，“基层政府及其

组成部门在发展社会组织时考虑的中心问题是行政绩效，这就引导与其合作的社会组织以政府目标

而非社会诉求为导向”[1]。有的社会组织被迫跟着政府的规定走，将其主要精力集中到如何迎合政府

主管部门的需要上，项目成果往往以得到政府领导人的肯定为其成功的标准，自然难以发挥其自身的

创造性。结果，社会组织会变成政府购买服务的被动实施者[2]。

政府非典型性购买是指政府购买服务中，对私人承包商提出超出合同规定的任务要求。政府对

私人承包商提出的任务要求，有些会体现在合同契约中，有些则未体现在合同契约中。政府非典型性

购买实质上是将私人承包商当做政府机构的“伙计”，而非平等的“伙伴”，非规范地明确地或委婉地要

求社会组织承担责任任务，而该责任任务与购买服务项目并无关系，而是本应由该政府机构来履行。

政府非典型性购买之所以会发生，不仅与政府行政扩展本性有关，而且与作为行动相对方的社会组织

认知及行动选择有关。

在规范意义上，政府应当遵守契约规定，按照契约规定的目标要求社会组织承担责任，不得利用

[1]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2]关信平：《当前我国增强社会组织活力的制度建构与社会政策分析》，〔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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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优势地位指派合同规定之外的任务。即便在合同规定中，政府机构也不得违背合理的交易准

则，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将不合理的责任负担加入到合同规定中。非典型性购买实质上与官僚科层

制结构的自我扩展本性有关。作为购买方的政府机构，本性上就偏好扩展延伸，以此可以获得更多的

权力、财政和人力资源，喜好将本来非隶属于本机构的组织纳入到本机构结构系统中，以此扩张势

力。政府购买服务中，部分政府机构将存在利害关系的社会组织纳入自身结构体系中，其中一种方式

就是不合理地、非规范地给社会组织下派责任任务。

3. 政府逆向购买

政府逆向购买是指政府购买服务中发生的逆向选择。也即，政府因对承包商不了解，而选择了较

差的项目承包机构。政府购买服务中，政府对项目申请主体的了解不可能是全面的，项目申请主体会

向政府机构隐瞒对其不利的信息，甚至向政府机构传达不真实或误导性的信息。政府机构与项目申

请机构之间客观上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会导致政府面对多个申请主体时，有可能选择较差的组织，而

致使较好的组织被淘汰。政府逆向选择问题的发生，与政府监督及评估懈怠有关。诚然，政府机构与

申请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但政府机构付出努力，通过监督及评估途径尽可能地获得关

于申请主体的信息，那么就能有效地避免逆向购买的发生。政府机构在选择项目承包主体时，不要只

看项目申请书和其他由申请主体递交的资料，而必须从多个方面获得关于该机构的信息，比如从其同

行组织、开展服务的社区、案主和对象等处获得信息。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政府机构有必要亲临申

请机构服务现场，获得第一手关于该机构的信息资料。除此之外，对申请机构提交的材料，要辨别其

真伪，不要被其中描述模糊的信息所误导，而影响做出正确的决策。

政府逆向选择的发生也可能是政府机构过于相信特定的机构，因为该机构已经政府机构合作过，

并得到政府认可。然而，曾经表现不错的社会组织，并不意味着该组织现在和以后也一定会表现的不

错，因为已经被选择的项目承包商有可能在项目实施中偷工减料、投机取巧，而发生道德风险。在此

意义上，政府逆向选择与政府监管责任履行不到位甚至懈怠责任有关。事实上，一些项目承包商在中

标政府项目后，出于个体利益而选择降低投入，以达到尽可能多地获得剩余项目资金的目的。对此，

如果政府监管机构过于相信项目承包商，忽视对其履行监管及评估责任，则该项目承包商计算风险收

益后，会得出以下结论：因监督缺失而风险低，而可获得利益大，即值得冒险获得该利益。也就是说，

政府监管不足或缺失，会鼓励承包选择投机行为，致使道德风险发生。政府购买服务中，当外在监管

制度不足或缺失时，道德风险发生几率会更高。

4. 制度契约反噬使命性责任规定

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确定制度责任内容，有助于明确各有关主体的责任，并通过配套选择性激励机

制促使主体不得不履行制度规定的责任。“很多人面对庞大和复杂的社会福利制度，反应是如何减少

自己负担的责任，并在其中争取最大的利益，就是那些负责制定各项社会服务政策的人员，也渐渐忘

却制度成立的目的和意义。”[1]制度契约反噬使命目标责任规定指的是，政府购买服务中公私主体将制

度契约中有关考核标准和指标作为履行责任的终极指导，一切行动选择和资源投入都以此为根据。

然而，制度契约规定的责任并不一定契合社区和受助对象的需求。政府购买服务中，公私主体本来是

将法规政策和制度契约作为工具来为政策目标以及为社区和受助人提供服务的，但在制度契约执行

中，制度契约反而成为终极目标，对持有工具的主体加以控制，使得公私主体暂时忘却甚至将政策和

[1]周永新：《社会福利的观念和制度》，〔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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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的使命目标弃之不顾。

发生制度契约反噬使命责任，可能是因为制度框架中的公私行动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执行制

度合同规定。“随着契约责任日益受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重视，可能会导致购买双方将过多的精力放

在合约的签订及绩效评估上，忽略服务对象本身的感受。”[1]只要能够完成制度合同中规定的责任目

标，就能够确保不受惩罚，甚至可以根据制度内容中的激励机制获得奖励。制度合同中规定，只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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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私合作履行监督责任

针对政府监管中的问题和不足，政府可从合作管理视角采取措施。第一，政府应选择合适的第三

方私人监督主体，按照确定的标准选择有能力、信誉好的私人监督主体，避免选择与被监督主体存在

利益关联的组织，第三方监督主体要在各利益主体间保持中立的位置，为此，需要有履行第三方角色

职责的品格。即使第三方监督主体由政府委托其项目，也应秉持中立客观的立场，客观地公正地呈现

发现的问题。第二，政府可要求第三方私人监督主体采取多样的监督方式。政府要求私人监督主体

拿出监督计划和具体行动方案，考究其在计划方案中采取了哪些监督方式。第三，政府也不能只看计

划和方案书，不能只听取私人监督主体汇报，而要结合计划、方案书及其汇报的内容以及对项目适当

进行现场考察和抽查，做出综合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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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情况相对最为了解，也关心服务质量情况。受益对象作为政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有权利掌握

问责的渠道和方式。“为了使权力持有者或责任承担者对自己行为负责，必须设立允许消费者提出质

疑、表达抱怨和投诉的制度化渠道。”[1]一旦受益对象被授予实施问责的渠道和方式，就能释放其对承

包商生产行动的规约能量，就能增强外部规范与督促的效能。

除了强调和保障政策受益对象对承包商问责之外，还应当注重从社会组织内部发掘问责的效

能。作为承包商的社会组织，组织决策通常是由组织领导和高层管理者所实施，普通员工只负责执行

组织领导层的决策和行动方案。通常组织员工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选择维护组织领导的利益或组织

的利益，但也有组织员工出于公共伦理道德和职业伦理道德会选择揭露组织项目实施中违反制度规

定或伦理道德的行为。因此，总体性问责机制的设置要求政府监管机构为组织员工揭露组织失效的

责任提供渠道。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总体性问责是由利益相关者对社会组织实施的问责行动。“在总体性

问责中，就问责的主体而言，还包括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组织员工、志愿者、捐助方、服务

对象、媒体和公众对社会组织实施监督、质疑、拷问、奖励和和惩罚。”[2]总体性问责，还要求善于运用非

正式的问责手段，强调个人伦理和组织使命的道德问责和依赖专家或同行监督的专业问责等[3]。在规

范分析的层面，有利益相关者，就应有由利益相关者群实施的问责行动。越是处于核心利益层的主

体，越关心社会组织的责任履行情况，越可能采取措施实施问责。利益相关者有权力实施问责是一个

方面，有没有采取措施行动实施问责是另一个方面。在总体性问责中，要防止出现搭便车现象，相反，

政府购买服务中总体性问责，要求每一责任主体都要担负起问责的责任。政府问责是重要的，只凭借

单一的政府问责是不足的，而应当实施相关利益主体参与、配合与合作的总体性问责机制。

四、 结 语

政府购买服务中，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社会组织要承担对委托方的代理责

任，而该代理责任关系主要是通过合同契约来规定的。政府购买服务中，在政府机构与众多的私人机

构互动交涉中，政府机构除了要履行法规政策和合同契约规定的责任之外，还应当根据任务情境和伙

伴需求履行其他应尽的责任。购买服务中，只有一方当事人履行责任是不够的，关联性契约责任还要

求社会组织按照契约要求履行责任。只有当公私主体都有效地履行责任时，高水平治理行动及政策

目标才是可获得的。需要指出的是，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效率实现的必要条件是政府公法责任得到履

行，为此要求实施该项政策的政府机构是有力的、有效的。政府公法责任不因服务外包而转换成私法

合同责任；相反，政府公法责任在服务外包中应有新的界定及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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