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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研究

———以连城县、古田县调查数据为例

周燕华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本文以龙岩

市连城县和宁德市古田县为例，运用新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治理理论，结合文献分析法、问卷调

查法及统计分析法对该贫困县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发现，龙岩市连城

县和宁德市古田县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城乡资源分配不均和

忽视群众多样化需求四大类问题。由此，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提升贫困

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水平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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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积极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是深化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形式，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的重要措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不仅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
也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如期建成。党和国家非

常关注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建 设 在 贫 困 地 区 的 重 要 地

位，如何提高贫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显得

尤为重要。如何为公众提供有效并且高效的基本

公共服务是政府部门面临的 挑 战［１］。总 的 来 看，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目前仍然存在着供给不足、发

展失衡的问题。其一是政府部门在基本公共服务

范围内的财政投入不够，其缘由在于政府未确定

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及尺度。其二是发展失衡问

题，具体表现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领域发展的不

平衡、群体发展的不平衡。而基本公共服务非均

等化，不仅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且对经济

效率的进步产生不良影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形成妨碍［２］。在具体的实施中，提 高 基 本 公 共 服

务在贫困地区建设水平的关键是如何根据贫困地

区致贫原因的多样性，提出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物尽其用的对策建议［３］。

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 来 看，我

国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表现之一为地区间的非

均等化。学者们也多从城乡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如陈振明、李德国［４］通过所收集的数据对 福 建 省

各个 市 和 城 乡 之 间 进 行 比 较 分 析；管 廷 莲、吴 淑

君［５］研究浙江省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

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另一个表现为

不同领域的非均等化。雷晓康、曲 婧［６］以 陕 北 几

县为例，研究神木、府谷、吴起等县基础教育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苏明、刘军明、贾晓

俊［７］对省际间和城乡间的义务教育、医疗 卫 生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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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三方面的经费支出经过比较分析后得出

结论，政府要确保贫困人口能够获得基本公共服

务，让他们能够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中公平受益。
国内学者主要是针对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非均等化展开分析，尽管郁建兴、秦上人［８］提出我

国不平衡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贫困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不足、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相对

较低的 状 况。但 总 体 来 说 对 贫 困 地 区 的 研 究 较

少，实证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福建省共计２３个

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连城县与古田县都是其中

之一。连城县位于福建西部，古田县位于福建北

部，两县经济发展程度较为落后，地区生产总值处

在２３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中等水平，本文以福

建省龙岩市连城县与宁德市古田县调查数据反映

福建省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具有一定代表

性。本文通过对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促进

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满足

公众对其的基本需求，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一步促成新型城镇化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和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数据来源及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

为深入了解连城县与古田县基本公共服务建

设水平，对连城县与古田县的多个乡镇进行实地

调研，获得第一手数据，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此次在 连 城 县 与 古 田 县 发 放 调 查 问 卷 共 计

４２０份，回收４２０份，回收率为１００％，其中有效问

卷 为４０５份，无 效 问 卷１５份，问 卷 有 效 率 达

９６．４％。

（二）调查结果分析

１．人口特征分析

如表１所示，在性别方面，男性占比为４２．０％。
女性为５８．０％，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在年龄方

面，１８岁～３０岁与３１岁～４０岁分别占样本总数

的３７．３％与２４．７％，１８岁及以下与６１岁及以上

所占比例较小，总体上呈现正态分布。在受教育

程度方面，初中所占人口最多，为１２４人，占总数

的３０．６％，小学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学或大专

所占比例相差不大，研究生所占比例最小。在职

业方面，农民占总调查人数的２４．２％，占比最高。

在月收入方面，选择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元选项最多，为

１７９人，占比为４４．２％，其次为２　０００元及以下，占
比为３８．３％，６　００１元以上占比最少，仅为４．９％，
总体上呈现正态分布。

表１　人口特征分布表

变量 选项 样本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１７０　 ４２．０

女 ２３５　 ５８．０

１８岁及以下 １３　 ３．２

１８岁～３０岁 １５１　 ３７．３

年龄
３１岁～４０岁 １００　 ２４．７

４１岁～５０岁 ８３　 ２０．５

５１岁～６０岁 ４９　 １２．１

６１岁及以上 ９　 ２．２

小学及以下 ９０　 ２２．２

初中 １２４　 ３０．６

受教育程度 高中或中专 ９５　 ２３．５

本科或大专 ９４　 ２３．２

研究生及以上 ２　 ０．５

党政机关人员 １８　 ４．４

事业单位人员 ２５　 ６．２

国营企业职工 ３２　 ７．９

民营企业主 ５　 １．２

职业 民营企业职工 ７５　 １８．５

个体工商户 １３　 ３．２

农民 ９８　 ２４．２

学生 ５７　 １４．１

其他 ８２　 ２０．２

２　０００元及以下 １５５　 ３８．３

月收入
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元 １７９　 ４４．２

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元 ５１　 １２．６

６　００１元 ２０　 ４．９

　　２．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现状分析

对连城县与古田县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现状进

行分析，如表２所示。在教育方面，分别有９７．３％
和９５．３％的被 调 查 者 认 为 所 在 乡 镇 有 小 学 和 初

中，说明所调查的地区基本上都配有相关的教育

场所。在医疗方面，认为应该降低诊疗费用占比

最高，达到２６．４％。通过调查可知，一方面，由于

近些年国家医保政策的实行，在镇级或者县级卫

生院诊疗，公众一部分的费用可以进行报销，降低

了诊疗费用，因而公众现在更愿意到镇级或者县

级卫生院进行诊疗，由此造成私人诊所人流量的

减少，其 为 了 增 加 利 润，则 向 公 众 提 高 了 诊 疗 费

用；另一方面，尽管有医保政策，但是存在报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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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繁琐、报销费用低、等待时间长等问题，造成公

众认为现在还是存在着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
在文化体育方面，有５２．６％的被调查者认为其所

在地区有篮球场，但无论是篮球场还是其它的运

动场地数量均过少，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此外，

不少公众尤其是中老年人认为政府应当修建一些

广场，供其休闲锻炼。在基本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存在的问题方面，选择数量不足、配套设施不完善

选项有３２１人，占 比 达７９．２％，可 见 基 本 公 共 服

务设施数量不足的现状成为大家的共识。
表２　连城县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现状情况表

变量 选项 样本量 百分比／％

所在乡镇是否有小学
有 ３９４　 ９７．３

没有 １１　 ２．７

所在乡镇是否有初中
有 ３８６　 ９５．３

没有 １９　 ４．７

离家太远，应该增加机构数量 ７１　 ７．５

医疗设施水平需要提升 ２１０　 ２２．２

医生、护士技术水平需要提高 １４６　 １５．４

卫生服务中心或诊所应该改进的方面 等待时间长，增加医护数量 １４２　 １５．０

医生、护士态度要改进 １１３　 １１．９

应该降低诊疗费用 ２５１　 ２６．４

很满意 １０　 １．１

其他 ５　 ０．５

１００元以内 ８９　 ２２．０

平均每次门诊花费金额
１０１～２００元 １２５　 ３０．９

２０１～３００元 ８３　 ２０．５

３０１元以上 １０８　 ２６．６

篮球场 ３１９　 ５２．６

网球场 １６　 ２．６

所在地区运动场地有哪些
乒乓球室 ５３　 ８．８

跑道 ８７　 １４．４

足球场 ５６　 ９．２

没有 ７５　 １２．４

数量不足，配套设施不完善 ３２１　 ７９．２

基本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存在的问题
距离远，使用不方便 ３７　 ９．１

设施管理、服务不佳 ３７　 ９．１

其他 １０　 ２．５

　　在涉及基本公共服务应该在哪些方面实现均

等化的问题时，选择 环 境 保 护 选 项 占 总 调 查 人 口

的２８．１％，其次为医疗卫生选项 占２７．３％，被 调

查者选择公共文化 体 育、基 础 教 育 以 及 社 会 保 障

与就业的占比 分 别 为１５．６％、１４．４％和１３．２％。
环境与公众生活息 息 相 关，资 源 使 用 过 度 和 环 境

污染日益严重已经 威 胁 到 我 国 的 公 众 生 存 状 态，
公众对环 保 的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的 重 视 程 度 与 日 俱

增［９］。２００９年，卫 生 部、财 政 部 及 国 家 人 口 计 划

生育委员会共同提出了《关 于 促 进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意见》，在工作目标、主要任务、

项目的实施开展以及经费保障等四个方面上提出

了具体要求，以促进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逐 步 均 等

化［１０］。然而，由 于 长 期 以 来，我 国 卫 生 事 业 费 用

的安排向大城市倾斜，大量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
贫困地区的卫生资 源 得 不 到 满 足，造 成 大 多 数 的

民众“不敢轻易看病”的“小病扛、大 病 靠”或 者 是

“看病难、看 病 贵”的 局 面［１１］。直 到 目 前 为 止，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依然任重道远。这也就不

难理解“基本公共服务应在哪些方面实现均等化”
题项上“环境保护”和“医疗卫生”两个选项成为被

调查者的首选。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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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本公共服务应在哪些方面实现均等化

３．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满意度调查分析

对问卷的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到连城 县

与古田县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满意度调查结果。见

表３。问卷中对教育方面的满意度设置了２个题

项，从公众对所在乡 镇 义 务 教 育 师 资 力 量 水 平 与

教学设施水平总体满意度来看，其中，基本满意占

总数 的４１．６％，而 不 满 意 占 总 数 的１１．０％。同

时，选择不清楚选项的比例也较高，主要原因在于

被调查者本人或者 其 子 女 不 在 学 校，对 该 地 区 教

育方面的建设 了 解 程 度 低。通 过 调 查 得 知，所 在

地城镇教育的财政 投 入 高 于 农 村，农 村 与 城 镇 的

师资力量水平、教学设施水平差异较大，城镇学校

总体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学校。一部分有条件的农

村家长为了使孩子 能 得 到 更 好 的 教 育，会 选 择 将

孩子送到距离较远的实验小学或者实验中学接受

教育。从教育方 面 来 看，必 须 加 强 对 教 育 方 面 的

财政投入，提高农村 地 区 师 资 力 量 和 教 学 设 施 建

设，才能改善公众对教育满意度。
表３　公众对教育的满意程度

题项 选项　 样本量 百分比／％

满意 ４５　 １１．１

所在乡镇义务教育师资力量水平满意度
基本满意 １６０　 ３９．５

不满意 ４４　 １０．９

不清楚 １５６　 ３８．５

满意 ４０　 ９．９

所在乡镇义务教育教学设施水平满意度
基本满意 １７７　 ４３．７

不满意 ４５　 １１．１

不清楚 １４３　 ３５．３

　　公众对医疗卫生方面的满意度，总体上来看，
公众对所在 地 区 的 医 疗 卫 生 满 意 度 较 低。其 中，
公众对所在 地 医 疗 设 施 选 择 满 意 仅 占６．２％，不

满意占４０．２％；对所在地医疗技术选择满意仅占

６．２％，不满意为４２．２％。综合来看，其中满意的

比例仅为６．２％，而不满意的比例超过４０％，达到

４１．２％。见表４。乡镇医院与城区和市区医院相

比有较大的差距，其医疗设施配备不齐全、医疗技

术人员不足，不能满足公众的大部分需求，加之不

少公众对所在地区 医 疗 卫 生 水 平 不 信 服，导 致 公

众对医疗卫生方面的满意度低下。因此有必要改

进相关医疗设施和 医 疗 技 术 水 平，加 强 贫 困 地 区

医疗方面的建设投资。

表４　公众对医疗卫生的满意程度

题项 选项 样本量 百分比／％

满意 ２５　 ６．２

所在乡镇医疗设施满意度
基本满意 １０６　 ２６．２

不满意 １６３　 ４０．２

不清楚 １１１　 ２７．４

满意 ２５　 ６．２

所在乡镇医疗技术满意度
基本满意 １１３　 ２７．９

不满意 １７１　 ４２．２

不清楚 ９６　 ２３．７

　　公众对文化体育满意度方面，主要表现为不

清楚，其中对文化体育是否能满足大家日常生活

需要，不清楚占总数的４８．９％。对公共文化体育

设施能否得到及时维护，不清楚占４７．２％。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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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之所以被调查者选择不清楚这一选项，通过与

被调查者交流过程中了解到由于被调查者日常工

作繁忙，没时间关注以及被调查者认为这方面不

重要，对公共文化体育这方面较为不关注，也就导

致了被调查者选择不清楚的选项人数众多。

表５　公众对公共文化体育的满意程度

题项 选项　 样本量 百分比／％

满意 ２９　 ７．２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能否满足日常生活需要满意度
基本满意 １２６　 ３１．１

不满意 ５２　 １２．８

不清楚 １９８　 ４８．９

满意 ４１　 １０．１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能否得到及时维护满意度
基本满意 １２７　 ３１．４

不满意 ４６　 １１．４

不清楚 １９１　 ４７．２

　　公众对环境保护满意度方面，其中对所在地区

垃圾处理满意度方面，基本满意占总数的５７．８％，
不满意占２４．９％。通过了解 可 知，城 镇 垃 圾 处 理

基本是每日一 清，集 中 处 理。尽 管 有 每 日 一 清，
但临近市场和人 群 较 多 的 街 道 卫 生 状 况 则 不 理

想。对于 农 村 地 区 来 说，则 是 村 民 将 垃 圾 放 入

固定的垃 圾 投 放 点，由 专 门 工 作 人 员 不 定 期 收

集处理。通过与被调查者交流发现，村民对于这

种垃圾处理方式并不赞同，主要原因在于固定的

垃圾投放点内的垃圾由于没有每日一清，容易产

生刺激性气味，造成空气污染。对所在地环保政

策宣传满意 度 方 面，不 满 意 占５０．４％，不 清 楚 占

２８．２％，可见连城县政府与古田县政府在环保政

策宣传方面的工作仍需加强。详见表６。
表６　公众对环境的满意程度

题项 选项　　　 样本量 百分比／％

满意 １４　 ３．５

对所在地区垃圾处理满意度
基本满意 ２３４　 ５７．８

不满意 １０１　 ２４．９

不清楚 ５６　 １３．８

满意 ２０　 ４．９

对所在地区环保政策宣传满意度
基本满意 ６７　 １６．５

不满意 ２０４　 ５０．４

不清楚 １１４　 ２８．２

　　通过 公 众 对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建 设 四 个 方 面 来

看，各方面的满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公众对

教育的满意度较高，满意与基本满意所占比例超

过５０％，而公众 对 医 疗 卫 生、公 共 文 化 体 育 和 环

境满意度均不是很高，尤其是对医疗卫生的不满

意比例超过４０％。

三、福 建 省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建 设 存 在 的

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存在的问题

１．财政资金投入不足

不可否认，自推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

国力显著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目前我

国经济不断增长，不断增长的经济使得我国的财

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基本公

共服务财政投入。尽管如此，基本公共服务的财

政投入仍然达不到理想状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我国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方

面的投入占 财 政 投 入 的２６．１７％；福 建 统 计 局 数

据显示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方

面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３０．２２％；连 城 县２０１７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情况表显示，

其在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环境保护方

面的投入占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的３８．６９％，古 田

县为３７．７％ 。不可否认，连城县、古田县在基本

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比例高于全国水平，但是在

具体数额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连城县，一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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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预算支出资金少，作为公共预算支出一部分的基

本公共服务支出的资金也相应减少。从人均情况

来看，全国的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为３　５５３元，
福建省人均为３　８７５元，而连城县人均仅为２　１４８
元，古田县为３　０３５元。无论与福建省人均相比还

是与全国人均相比，其数额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公共支出与公共收入相挂钩，只有一般公共收入

增加，一般公共支出才有增加的可能性，基本公共

服务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也才有加大的可能性，
因此，必须提高连城县的一般公共收入。

２．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连城县、古田县的教育、医疗 卫 生、公 共 文 化

体育、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不

完善。通过对连城县、古田县的走访调查，在教育

方面，两县的不少农村由于地处偏远，经济落后，
生源较少，往往存在着几个村庄建立一所小学，一
个镇只有一所初中的现象，从而也带来了农村上

学难、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相对匮乏的问题。在

医疗卫生方面，笔者发现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较

为普遍。以连城县文亨镇为例，一方面，在该镇的

一些村级诊所，近些年出现收费提高的现象；另一

方面，该镇虽有卫生服务站，但是卫生服务站位于

镇中心，许多村庄与卫生服务站相距较远，就诊相

对困难，同时卫生服务站医护人员数量少、医疗技

术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对居民就诊造

成了困难。在公共文化体育方面，设施缺少以及

设施维护情况不容乐观。虽然每个村都设有老年

活动中心，但是中心内通常只供老人打牌娱乐，对
于乒乓球室、象棋室等其他文化设施均没有建设。
此外，连城县的部分村庄配备有篮球场，但是许多

篮球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也没有专门的队

伍进行维护。在调查中显示，一半以上的被调查

者都选择 了 不 清 楚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有 没 有 得 到 维

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不

完善。在环境保护方面，政府没有做好环保方面

的宣传工作，没有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使其参

与到环保的实践中。

３．城乡资源分配不均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系长期存在，城 乡 差 距

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缩小，而且进一步扩大。
从连城县和古田县的调查数据来看，城乡间的教

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和环境保护存在着较

大的差距。基本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优秀教

学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区；基本医疗卫生资源分配

不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供给不足，乡镇医护人员

数量与技术水平、医疗设施不足，造成“小病出乡，
大病出县”的局面；基本公共文化体育资源分配不

均，农村地区公共文化体育场所稀少，农民休闲娱

乐设施建设不足；基本环境保护资源分配不均，城
镇与农村的环境保护建设差距较大，农村环境有

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４．多样化的社会需要难以满足

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健全和质量不高不仅难以

满足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而且难以满足群

众多样化的需求。可以说，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

公共服务是基层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政府应当

充分了解群众的需求，建设让群众满意的基本公

共服务。蒲蕊认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官僚体制结构

缺乏灵活性、回应性和低效性，难以满足群众多样

化的需求［１２］。在实际情况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公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对政府提供的基本

公共服务也相应提出更高的要求。两县政府在时

代发展过程中，在社会公共问题上较少站在公众

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存在未能主动提供满足公众

的多样化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质量不高的问题；同时政府官员通常不愿意花

费多余的精力与时间和公众进行交流沟通，政府

对公众的需求不了解，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建

立和意见得不到回应，使得政府缺乏回应性和低

效性。

（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存在问题的原

因分析

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政府财政收入低

连城县与古田县都是福建省省级扶贫开发重

点县，经济发展水平处在全省末端。而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正向的关

系，一般经济发展水平高，政府财政能力高，对基

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增加，使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也相对较高，反之则低。从前文分析可知，由于两

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随之减

少，尽管基本公共服务资金投入占全县财政收入

的比例较高，但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总量少，导致基

本公共服务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同时，县政府的

财政支出不仅包含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还包含

基本公共服务，财政负担沉重，难以保障足够的基

本公共服务。

２．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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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存在

的一个问题就是供非所求、求非所供，基本公共服

务的自上 而 下 的 决 策 机 制 没 有 得 到 实 质 性 的 改

变。两县绝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务都是自上而下

建立起来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并没有让

群众有表达自己意愿、需求的机会，也就是说群众

几乎丧失了对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进行参与决策的

权利。因此，便比较容易出现群众需要的基本公

共服务供给不足或者群众不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过多的现象。政府通常更愿意去投资那些容

易出政绩同时建设时间短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

投资那些有形的基本公共服务而较少投资无形的

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

不能反映群众的意愿和需求。

３．群众需求多样化，对基本公共服务 提 出 更

高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群众已经不仅 仅 只 是

追求于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对精神生活层面的

需求也越来越丰富，要求政府提供更高质量的基

本公共服务。从问卷结果显示，公众在医疗卫生

方面提出了要提高医疗技术、增加医疗设施、降低

医疗费用等要求；在公共文化体育方面也希望增

加一些运动场地，增加休闲娱乐场所。基本公共

服务最终面向的是社会大众，都会随着时代的发

展而拥有更加多样的变化需求。基本公共服务要

想落实到实处，应当将群众需求融入到基本公共

服务的建设当中，让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体现群众

的需求，真正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水

平的提高。

四、提 高 福 建 省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水 平 建

设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并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

力度

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高的很大一部

分原因在于投入不足，因此必须想办法将资金和

资源投入其中。如今的连城县和古田县基本公共

服务支出的人均水平离全国人均水平还有一定的

差距，必须要逐步提高财政对教育、医疗卫生、公

共文化体育和环境保护的投入。现阶段基本公共

服务的投入主要依靠上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拨

款，覆盖面有限且资金来源不稳定，没有办法让贫

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达到一定的要求。

因此，在争取财政支持、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应

建立专项投入资金，形成稳定的保障机制。除了

政府拨款投资外，也需要拓宽市场资源的投入渠

道，个人、企业或组织可通过收费、特许经营等方

式进行，政府部门可以相应地给予政策方面的支

持。创新社会资源的投入方式，学会利用广阔的

社会资源来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

给。积极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渠道，吸引社会资源

参与帮助。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加强与各种非营

利组织、志愿者组织的联系与交流，利用社会的力

量改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

（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

制度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制度需要从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服务内容建设、提升服务

队伍专业建设入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连

城县和古田县政府需要根据该县实际情况，加强

资源整合利用，避免资源的闲置与浪费。按需配

备小学、初中，加强乡镇卫生院的建设，保障乡镇

卫生院、乡镇卫生服务中心配有必要的医疗设备，
解决公众看病难的问题。从优化服务内容方面，
两县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存在城乡分配不均

的问题，因此要切实消除城乡、身份、性别等一切

影响平等服务的障碍，确保城乡分配均衡。这就

需要政府制定政策，强化政策落实，切实保障辖区

内每一位公众享用同等基本公共服务，达到普惠

可及的目标。从提升服务队伍专业建设方面，基

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离不开专业服务队伍，政府需

要鼓励各类优秀人才到各服务机构工作，同时要

加强对人才的培训，使之适应岗位工作。

（三）建立并健全监督考核机制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健康运转的重要条件之一

是完善的监督考核机制。首先需要强化政府内部

监督。政府要成立专门的监管部门，对基本公共

服务项目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同时各级监管部门

要互相配合，严格划分各自监管的权限，减少违规

违纪行为的产生。其次需要强化外部监督。外部

监督主要包括网络媒体、公众、专家团队、社会组

织等主体的监督。政府需要建立社会监督和舆论

监督机制，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发挥网络媒体的

监督作用；努力引导群众改变固有的观念，建立公

众参与的监督机制，拓宽民意收集渠道。最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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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绩效评估。在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基础上，
建立主体多元化的评估体系，对政府提供的基本

公共服务过程、效果进行评估，保障评估结果的客

观性、准 确 性，以 及 提 供 优 质 高 效 的 基 本 公 共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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