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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是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效果的重要测量工具，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研究日益盛行十多年来，公共服务绩

效评估的相关研究逐渐成熟，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研究数量逐年增多，研究主

题不断扩展，研究质量逐渐增高，研究成果指导实践越来越多。但目前尚存在

缺乏对我国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研究成果的反思性再评估研究的缺憾，即公共服

务绩效评估反思性再评估研究尚为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 

本文在准确界定公共服务及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以研

究内容、指标体系和研究成果实效作为三个主要维度构建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研

究成果再评估指标体系，对绩效评估研究现状的现状进行绩效评估，并有针对

性地进行反思挖掘目前研究中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加以问题诊断，进而有针

对性地进行探索性思考，提出建议进行优化，以期在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研究如

火如荼时运用理性的思维进行建设性反思的推动下，实现我国公共服务绩效评

估的理论与实践在不断反思中逐渐完善，提升公共服务绩效，稳步实现服务型

政府的构建，对新阶段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贡献微薄之力，这

也是本篇论文最大的学术贡献和创新之处。 

由于笔者的学术水平和认识能力有限，本文所做的分析研究是初步性的，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公共服务绩效评估，进一步关注公共服务供给的创

新。 

  

关键词：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反思性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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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measur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the public service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Since the end of 

1990s,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ly popular and mature during the decade. Moreover, with the number of 

the research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research topics expanding, and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improved gradually, a large number of outputs of the research have been 

put into use to guide our practice. But in present, there is an unfortunate lack of the 

reflective re-evaluation research of the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earch, which mean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in the reflective re- appraisal 

research of the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earch. 

The article is written on the basis of the precise definition in the content and 

extens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and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order 

to re-evaluation on 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earch and find 

out the problem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reflectively and personally , 

three major dimensions are set to build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re-evaluation 

research on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content, the indicator system 

and the effect. Through problem diagnosis and further thinking, the article gives 

some goo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earch. Now the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earch is in full swing, 

what I want is the improvement of performance of public service and the steadily 

achievement of 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the reflective thinking. To 

realize the aim of building a 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 steadily and make a little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of public service 

in the new period are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academic contribu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Because of my limited academic standards and cognitive ability, the analysis in 

my article is initial. I hope this article can attract more scholars’ attention and cause 

further concerned in innovation of public service supplements. 

 

Key words: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flective re-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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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政府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加快

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要求政府职能向社会公共服务转变，实现

管制型向治理型、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构建以服务为核心的公共服

务型政府。温家宝总理曾指出：“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体育、科技、文

化、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创造条件。”
①
温总理对公共服务范畴的界定从更高层面

对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提出要求，以期各级政府为社会提供优质全面的公共

服务，进一步推动政府转型与改革。 

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公共服务的现实要求越来越高，从

一定程度上对于公共服务供给、管理等体制创新提出更深要求。然而，现实中

对于公共服务的强烈需求是对相关领域理论研究的更高期待。因此，伴随公共

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标准化等逐步成为社会现实与理论研究热点，作为公共

服务体制创新、均等化、标准化实现的制度保障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研究价

值更为突出，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深入研究与创新将进一

步推动政府全面转型与发展，不断提高政府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引导作用。 

                                                   
①
 温家宝.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EB/01].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4/2365868.html，人民网，2004-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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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设计 

反思性研究是一种问题导向，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综合考核并进行诊

断，针对诊断结果提出改进性建议或策略；而再评估正是基于反思性研究的这

种问题导向研究思路，构建指标体系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绩效评估，以

进一步改进研究绩效，预测研究趋势和引导研究动向。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这

种反思性再评估研究思路，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分析。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研究背景 

本世纪以来，公共服务一直是学术界一个热点话题，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

对其进行深入而全面研究，映入人们眼帘的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市场化、公共服

务均等化、公共服务标准化、公共服务评价及绩效研究等几大领域。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公共服务的社会需求的增长，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下降，服

务提供机构的效率低下
①
，学者们开始重视对于公共服务提供绩效的研究与关

注，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也逐渐成为学科研究的重要主题，如何提升公共服务提

供的绩效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国内较为成型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研究，可

以说起始于 90 年代后期。十多年来，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相关研究逐渐成熟，

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研究数量逐年增多，研究主题不断扩展，研究质量逐渐增

高，研究成果指导实践越来越多。但是，目前尚存在缺乏对我国公共服务绩效

评估研究成果的反思性再评估研究，即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反思性再评估研究尚

为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因此可见，为大力推进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的

创新性突破，从理论上进行针对研究成果及时有效的反思性研究是完善该领域

研究的迫切需求。 

为全面深入解读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价值，本文以近五年国内公共服务绩

效评估的研究内容、指标体系和研究成果实效等三个主要方面作为反思性再评

                                                   
①
 淮建军，刘新梅.公共服务研究：文献综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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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维度，构建再评估的指标体系，对绩效评估研究现状进行绩效评估，得出

研究内容集成度较低、部分指标体系设计规范性较差、部分研究成果实效不够

明显等问题，加以深入诊断，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探索性思考，提出建议进行优

化，以期在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如火如荼研究时运用理性思维进行建设性反思的

推动下，实现我国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并切实服务于政府

社会服务水平的提升，稳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及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2.研究意义 

鉴于目前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研究项目繁杂，深刻反省绩效评估本体的研究

较为缺乏，本文在全面认识目前国内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

行建设性反思，以实现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研究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实践价值，

在理论与现实中都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 

（1）从理论上来说，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研究是伴随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

服务标准化等成为公共服务主流研究之一，是对公共服务领域研究的重要补充；

而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研究反思与发展预测更是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研究的创

新，是在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现状的基础上进行再思考。 

（2）从现实中来说，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是现阶段对公共服务提供绩效进行

测量的一种重要途径，测量结果作为考核公共服务供给是否能够满足社会需求

的一个重要参考，为政府职能转型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提供工具性参考。 

第一，有利于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推进政府

全面转型。绩效评估是政府转型和发展的一项重要工具，其价值体现为政府公

共服务绩效的改善。在我国由“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的过程中，绩

效政府的创建是关键，最终将实现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公共服务作为服务型政

府的主要职能，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高低将直接决定服务型政府构建的成功与

否。因此，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研究与实践将利于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提供政

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最终推进政府全面转型，实现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第二，有利于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并提高公众的参政意识，深入实践以

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公共服务的对象是广大公众，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认可程

度最终体现为公众对政府执政理念的支持。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为公众参与监督

政府提供了一条较为有序的途径，公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一方面将维护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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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将对政府执政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不断改进执政方式

与更新执政理念，最终深入实践公民为本的服务型政府执政理念。 

第三，有利于指导政府满意度测评工作的开展，实现公共服务供需均衡发

展。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是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一种测量，旨在提升政府

公共服务质量与水平。绩效评估是一个政府“投入—运作—产出—效果”的管

理逻辑过程，政府公共服务的结果将公民满意度作为管理成效的一个考核指标。

对于政府而言，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为其准确测量与评估公众满意度提供一种制

度化的工具，这种信息反馈机制利于政府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与方式，实现

公共服务供需均衡发展。 

（二）相关概念分析 

1.公共服务及其外延 

公共服务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十分丰富的概念，区别于政府服务和私人服

务。目前对于公共服务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说法： 

（1）“职能说”，即将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能。国内部分知名学者持这种观

点，他们认为广义的公共服务指政府的全部职能，而狭义的公共服务，则仅指

政府四大职能中的社会职能，其内容主要包括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与安全、社

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科学技术等。公共服务历来被认定为政府

四项职能之一，这种内涵界定将公共服务当作政府责任去理解。 

（2）“产品说”，即将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关系纳入到公共服务界定中。

陈昌盛、蔡跃洲认为，“所谓公共服务，通常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一

国全体公民不论其种族、收入和地位差异如何，都应公平、普遍享有的服务。

从范围看，公共服务不仅包含通常所说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的物品），而且也包括那些市场供应不足的产品和服务。”
①
一般认为公共服务与

公共物品是公共部门提供重要社会服务，作者这里的界定是将公共服务从一个

广义上去理解。 

（3）“制度说”，即将公共服务当作一种制度安排。这种理解主要是从制度

                                                   
①
 陈昌盛，蔡跃洲．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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