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 4期

(总第 169期)

人 口 与经 济

POPULATION & ECONOMICS

No. 4, 2008

(Tot. No. 169)

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

全球经济增长视角下的劳动就业趋势研究

刘  瀑
(郑州轻工业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劳动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发现其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阶段

性, 并与资本雇佣劳动生产方式紧密相连。进一步综观世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劳动就业状况及其

发展趋势, 认为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表现的严重程度不尽相同, 但从根本上说,

劳动就业如同资源配置一样受市场经济规律支配,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规避的现象, 并随着世界经

济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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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nalyzing causes of labor employment problems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historical and staged features in these problems which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production

mode of capital employing wage- labor. By taking a general view of worldps labor employment status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since 1990ps, a result is achieved that fundamentally labor employment, like resource

allocation, is governed by law of market economy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represent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iods. It is an unavoidable phenomenon under market economy and presents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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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经济增长中劳动就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人类的经济活动, 从本质上讲, 都是以人的劳动为动力和以人的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经济活

动, 劳动无疑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 经济增长反过来又给人们创造了劳动, 即就业的空间。19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 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则进一步强调, 劳

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却发现劳动力资源供给的绝对和相对

#27#



过剩 ) ) ) 在商品和财富并不十分丰富的年代里却总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
从经济学角度讲, 劳动就业的实质是劳动者为谋取生活资料而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当劳动者

不能与生产资料结合, 产生劳动力过剩时就出现失业问题。马克思设想,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

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 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 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 在这

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 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 , ,, 而是直接地作为社

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 1] 0 在这样一个完全排除了商品、货币和价值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

会里, 是不存在劳动者的失业问题的
[ 2]
。可见, 在生产力低下、集体劳动、生产资料公有和产品

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制生产关系中, 显然不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的情形; 同样, 在生产力高度发

达、生产资料公有, 整个社会按比例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共产主义社会中, 也将不存在劳动力过剩

问题。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态里, 客观上是不可能存在大规模失业现象的。根本的原因在于社

会生产尚停留在一个较低层次, 使劳动要素相对于土地等资源来说具有相对稀缺性。当人类社会

经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进入资本主义制度后, 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成为生产方式的主体, 使劳动隶

属于资本, 劳动就业取决于资本的需要, 而不是一般生产的需要, 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 劳动要

素相对于资本总量迟早要突破一个临界点, 出现劳动力的相对过剩, 即相对于资本的过剩
[ 3]
。因

为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在市场配置资源方式下, 只要机器的价格低于它所替代的工人

的工资, 资本家就会不断采用先进的技术、更新机器设备, 机器的高效率逐渐代替了人力的低效

率, 更高效率的机器逐渐代替了更低效率的机器。这种用较少量的劳动就可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

和原料过程本身, 必然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失业便以各种显性或隐性方式表现出来。从

此, 失业就成为与社会生产活动相伴生的基本经济现象。可见, 就业问题是随着资本主义雇佣劳

动制度的产生而出现的。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一阶段的经济有两个背景特征, 一是要探索和融入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 二是要应对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 市场机制

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 微观经济组织追求经济效益,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 生产要素

(包括劳动力) 的价格由市场决定; 劳动仍然是个人谋生的主要手段, 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

也主要是通过雇佣劳动制度实现, 从而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依旧存在着失业的客观必然性。

二、19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就业概况

(一)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就业状况

11失业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就业矛盾成为困扰发达国家经济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失业率在 2000年前后表现出不同特征 (图 1) : 2000年前, 失业率

居高不下, 失业情况严重。从 1993~ 1999年发达国家平均失业率约 717%, 几乎高于同期全球失

业率两个百分点。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 发达国家持续多年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较为少

见。在此期间, 只有美国经历了一个持续稳定的黄金发展时期, 其失业率一路下行, 从 1992年

的715%逐年下降到2000年的 410%的低水平。进入 21世纪后, 经济开始复苏, 失业状况得到一

定缓解, 到2006年其平均失业率基本和全球平均水平持平。

21欧洲发达国家结构性失业严重。把欧洲各国的失业率和同期的经济增长率相比较, 可以

发现, 即使在经济持续增长时期, 失业率也是居于高位, 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负相关的关系较

弱, 说明欧洲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 而不是就业岗位的创造上, 总失业中重

要的且不断增大的部分属结构性失业, 因此即使在经济活动较活跃的时期, 也不可能把失业者吸

收到劳动力市场上来。主要是由于西欧各国没有像美国一样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给产业发展带来的

机会, 及时加快主导部门从以物质生产向以知识、信息生产为主的转变, 从而造成不能给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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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传统产业部门的下岗员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此外, 在发达国家, 长期没有找到工作的失业者与低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的

难度加大, 并且一些地区还存在着男女就业不平等问题。可见, 虽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已很

高, 市场运作机制已较完善, 劳动力市场配置也很灵活, 但是, 仍然摆脱不了失业问题的困扰。

图 1  全球失业状况 ( 1993~ 2006年)

数据来源: http: PPwww. ilo. orgPpublicPenglishPemploymentPstratPwrest. htm. 相关数据整

理得到

(二) 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就

业状况

11公开失业状况
表现不均衡。与发达

国家失业率普遍升高

的情形不同, 发展中

国家的失业状况呈明

显的两 极分化 ( 图

1)。一些地区的失业

率稳定地保持在较低

水平, 低于世界平均

失业率, 如东亚、南

亚以及东南亚和太平

洋地区的失业率基本

上低于全球失业率,

尤其是东亚地区一直

保持全球失业率最低, 2006年失业率仅为 316% ; 而另有一些地区的失业率很高, 就业形势恶

化, 甚至出现了就业危机, 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失业率

明显高于全球失业率, 中东和北非是全球失业率最高的地区, 其值在 2000 年达到最高峰 1719%
后有所下降, 到 2006年为 1212% , 但仍居全球失业率榜首。造成发展中国家高失业率的基本原

因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和经济增长速度的缓慢及起伏不定, 严重影响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再加上其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劳动力快速增长速度, 使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 远远赶不上劳动

人口增加的速度。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 1996~ 2006年间, 就业率增加了 2617%, 但同时,

劳动人口也增加了 3011% ¹。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4]
,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许多发展中国

家都开始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往往导致低效率的企业破产

倒闭。这些做法无疑都是必要的、正确的, 但诸如失业保障、劳动力市场完善、再就业培训等配

套改革未能到位, 导致大量工人被抛向市场, 失业人口急剧增加, 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居

高不下。

21就业质量亟待提高。发展中国家就业质量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 就业者劳动时间较长。尽管东亚地区已经连续 5年GDP 增长率超过 8%, 但是, 在就

业质量方面却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有显著改善。就业人员平均的工作时间比其他地区都长, 甚至

有些国家每周工作超过 50个小时, 而发达国家一般周工作不超过 40小时。其次, 贫困就业者所

占比例较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006年, 超过 4P5的就业者每天收入低于 2美元, 不能养

家糊口, 有1P2的就业者每天收入才 1美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贫困工作人数虽然比以

前有所降低, 但2006年仍有将近 1P3的就业者每天的收入低于2美元。再者, 非农就业者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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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主要是非正规就业。发展中国家非农就业者仍然集中在低生产率、低工资, 尤其是在服务业

的非正规岗位上, 仅亚洲目前就有 10亿以上的劳动大军在生产率低的非正规就业岗位上工作,

占全部劳工人数的 6119%。最后, 就业者权利缺乏保障。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工人、雇主和政府的三方对话机制, 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劳动法规还不健

全, 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设立, 使就业者的基本权利没有保障, 造成许多就业者没有退休金、

医疗保险、法定的劳工假期和超时工作且工资低于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等。

(三) 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就业状况

11失业率持续在高位徘徊。20世纪 90年代, 大多数转型国家就业率下降, 失业率上升, 平

均失业率一直高于全世界平均水平, 在 2000年时达到顶峰的 1315%, 竟比全球失业率高 714个
百分点。随着转型国家内需的增长, 经济开始复苏, 失业率有所下降, 但仍在 9%以上 (图 1)。

尤其是青年人的失业状况最为严重, 在许多转型国家, 25岁以下青年劳动力的失业率是全国平

均失业率的2倍, 主要原因是青年人所学到的技能和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技能不匹配, 并且许多

公司不太愿意提供在职培训。转型国家长期的高失业率引发了移民高潮, 许多在经济调整中失业

的工人和准备就业的年轻人移民到西方国家寻找就业机会, 尤其是位于欧洲东南部的转型国家,

如保加利亚。

21就业方式和就业结构发生变化。转型国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对许多国

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 鼓励私有经济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正规部门就业率的下降和非正规

部门的就业率上升。如在罗马尼亚, 1990~ 1999年有着工资和奖金的正规就业者的比例从 7511%
下降到 5718%。同时, 许多企业为增加竞争力, 把以前由企业自主运营的研发、运输、餐饮、

培训等副业都剥离出来, 促使服务业迅速发展, 吸纳了许多劳动力。服务业创造的新就业岗位范

围广泛, 既有需要较强专业性和给予高报酬的工作, 如金融领域关于商业服务和个人账户管理

等, 也有在稳定性、安全性、报酬和工作条件等方面较差的工作, 如物流、家政服务等。服务业

成为经济中最重要的就业部门, 在许多国家其就业比重超过了 50% , 吸纳了大量国有企业排放

的冗员。

31劳动就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尽管经济转型国家在增加就业数量方面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但却是继东亚之后, 全世界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地区, 以平均每年 312%的速度增长。只是这种较
高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是主要转化为工人工资的增加, 更有一些转型国

家, 如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等国的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都有

不同程度的增长, 而就业人数却是负增长。

三、全球经济增长中劳动就业的发展趋势

(一) 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低就业趋势

我们曾一直认为, 经济增长是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人类经济发展历史

也证明, 在工业化过程中, 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但是, 这

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经济增长与高失业并存, 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增

加, 却使职业变得更加不稳定, 失业持续时间越来越长。

从2000年到 2006年, 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 6126%, 而失业人口却从 2000年的 1177亿
增加到2006年的 1195亿, 约增加 10%, 平均失业率为 6126% ¹。可见, 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并

没有大幅度的降低全球失业率, 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生产

率的提高, 而不是提供更多的就业, 即使是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有限就业岗位, 也远远不能满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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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长的劳动力人口的需求。这种低就业的经济增长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 2007年全球就业

报告中, 国际劳工局局长索马维亚就指出, 如何将生产力转化成就业岗位、如何创造更多的收入

适当的就业机会、减少贫困就业者的数量是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 有必要对现有的经

济发展战略进行改革, 制定新的相关政策以促进就业。

(二) 全球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加强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 随着全球市场范围、市场规模和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增长, 国际分工的

日益深化, 全球化进程势如破竹, 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和推动者, 以全球化的方

式来创造和转移更多的就业岗位, 使劳动力市场更趋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性生产和就业机会的全球配置。首先, 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使

劳动力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充分和灵活的使用。就业机会不再受地理位置局限, 人们可以通过互联

网实现远程就业。其次, 生产的全球化不再局限于制造领域, 同样扩展到服务领域, 表明所有的

生产过程都将实现全球化。再者,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与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和技能,

将吸引更多跨国公司的投资。更重要的是, 资本的逐利性将不断推动着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向薪

资低、税收优惠的地区转移, 通过生产的全球化来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 也不断推动着全球产业

的大整合, 使每个国家都成为国际产业网络中的某个环节, 所有的经济体都会从全球生产中获得

益处。它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提高工资水平和就业环境, 而发展中国家的高

收入不仅使本国经济受惠, 还将满足其他经济体的服务和物质产品的需求, 比如对发达国家高技

术含量产品的需求, 使全球经济受益。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不仅表现在随着产业转移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全球配置, 还表现在劳动力的

跨国流动。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移民在劳动队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在过去 20年里, 一

些欧洲大国 (德国、意大利和英国) 和美国, 入境移民显著增加, 入境移民占美国劳动力的比例

目前接近 15%, 相当于进口占 GDP 的比例
[5]
。移民总体来说有利于移入国的经济发展, 但是对

移出国的影响就比较复杂。一方面, 移民的汇款和带回来的知识, 以及减弱国内就业压力是积极

的; 另一方面, 高知识、高技能的年轻劳动者的流出削弱了国家的发展实力。

此外,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使一国劳动就业状况不仅受本国经济的影响,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

受到其他国家, 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如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不仅使该地区大部分国家

的失业水平不同程度地提高, 甚至连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就业都受到了影响。

总之, 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和产业整合, 不仅使经济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 加快全球经济增

长, 也使全球劳动力市场规模不断扩大。1985年, 参与全球经济市场的南北美洲、西欧、日本、

东亚四小龙以及亚洲和非洲部分国家的总人口约为 25 亿; 但是到 2000年, 除了古巴和朝鲜之

外, 世界 60亿人口几乎全部被融入全球资本生产市场, 这反映了全球化进程的强大整合推动作

用, 是全球经济的一个伟大成就
[ 6]
。但由此带来的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也更加激烈, 就业机会

成为各国在制订贸易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 逐渐增加的国际贸易摩擦, 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在全球化浪潮中, 全球经济竞争主要是就业岗位的竞争。这就呼唤制订一个 /更加

透明、清晰和公正0 的国际性框架来规范全球性的劳动就业市场, 以保证全球化利益在世界范围

内的公平分配。

(三) 高技能工人的就业比重逐渐提高

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和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有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迅速提高, 逐步成

为社会劳动的主体, 并且技能水平越高, 就业报酬和就业环境就越好。无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

就业状况不容乐观, 就业机会越来越少, 与高技能者的劳动报酬差距也不断扩大, 就业职业结构

转向高技能岗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一个部门技能工人占该部门劳动力总数的比重,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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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际标准行业分类6 (第三修订版) 的 18个部门分为技能部门和无技能部门两大类¹。在 1980

~ 2000年间, 先进经济体国家 º 的劳动力在有技能部门的比重迅速上升, 约增长 45% , 无技能

部门的比重上升缓慢, 约增加 8%。这两个部门的劳动力收入占先进经济体国家 GDP 的比重也有

不同的变化, 其中, 有技能部门的比例是稳中略有上升, 大约比 1980年增长了 5个百分点; 而

无技能部门的比例下降幅度较大, 与 1980年相比, 下降接近 10个百分点。在有技能部门内部,

拥有技能程度不同的劳动者的就业量有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 高技能部门就业数量急剧上升, 比

20年前上升了 50%, 而低技能部门的就业数量急速下降, 比 1980年减少了约 15% , 表明经济发

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在劳动力收入份额方面, 两部门变化方向依然不同, 但变化幅

度比较小, 高技能部门所占比例是略有上升, 低技能部门是略有下降, 在 1995年之后, 两者的

差距扩大之势比较明显, 高技能人才拥有较高的收入
[ 7]
。可见,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科学技

术的进步, 在劳动力市场上, 具有高学历和有着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更容易获得报酬好的工作机

会, 而无技术或非熟练工人仅能依靠其体力获得微薄的收入, 并且面对的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小。

(四) 产业结构转换迅速, 服务业就业比重加大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就业向服务业部门的转移是战后经济发展的一个 /典型事

实0, 到 2006年, 全世界在服务业的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农业领域, 达到 4211%, 使服务业成为对

净就业创造贡献最大的部门。这主要是由于全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扩大了对贸易、运

输、通信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 促使很多服务活动, 从农业以及在更大程度上从它们以前所

属的工业部门中分离出来, 变成了独立的经济活动; 而国际市场的一体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

加深, 也促使服务业部门澎湃的发展。

在劳动就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所表现出的特征不尽相同。发达国

家的服务业已成为就业活动的绝对主体
[8]
, 并且逐渐向着有较高生产率的现代商业服务业部门集

中, 包括广告、软件和计算机等信息密集服务, 以及会计、建筑设计、工程策划、法律、管理咨

询等知识性服务。广大发展中国家服务部门就业的增长, 一方面是经济变得日益发达, 劳动力被

吸引到高生产率的服务部门。如印度的服务部门是经济增长中最有活力的部门, 在 1999~ 2004

年间, 印度软件业增长了大约 50% , 创造的就业岗位从 1999年的 50万个增加到 2004年的 70万

个
[ 9]
。另一方面是其余部门 (第一、二产业) 生产率增长不足, 不能吸纳更多的劳动者, 而服务

业部门由于具有从事小规模生产和低资本密集型工作的可能性, 吸纳隐性失业人口的能力要大得

多, 低技能的劳动者大部分被城市小商业和家政服务业等非正规部门所吸纳。如巴西、墨西哥和

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伴随着服务部门就业的增长, 劳动生产率却是负增长, 表明劳动力的流动不

是被服务业部门中高生产率增长所拉动, 而是被农业和工业就业机会不足所推动, 流向了低生产

率的服务业部门。全球服务部门就业的扩大, 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 既可能表明的

是经济向更高生产率水平的一种成功过渡, 也可能反映的是大量隐性失业人口进入了低生产率的

服务部门。但是,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各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 服

务业部门会进一步扩张, 并对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发达国家现代

服务业的发展已经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

四、结论与启示

综观世界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劳动就业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发现, 劳动就业是一个具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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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按技能水平分析时, 先进经济体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挪威、葡萄
牙、瑞典、英国和美国。

如果一个人至少接受过高中教育, 则将其视为是有技能的。有关每一部门技能劳动力平均比重的数据 ( 1994~ 1998年 16个
OECD国家) 来自 Jean和 Nicolett i ( 2000年)。详见参考文献 [7] , 第 156- 162页。



性的普遍难题,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经济发展时期表现的严重程度不尽相同, 但从本质上说, 劳动

就业如同资源配置一样受市场经济规律支配,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规避的现象, 并随着世界经

济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它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更表现在需要创造更多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的就业岗位, 促使就业不仅

仅是劳动者谋生的手段, 更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途径, 从而有效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这对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 如何更好地处理劳动就业问题给出了有益的启示: 11 经济增
长不是实现就业发展的唯一条件, 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要吸取西欧国家 1990年代高失业率

的教训, 抓住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及时进行产业调整和经济转型; 21注重劳动者素质的培育,

特别是对农村劳动力的职能培训, 提高其劳动技能, 满足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顺利实

现就业; 31 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主要体现在有关劳动就业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网络的健全与

完善, 充分保护就业者的合法权益, 2007年 8月 5就业促进法6 的通过已表现我国在创造公平

就业环境所做出的努力, 但欲落到实处, 尚需做出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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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分类施保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二是

化解政府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责任缺位难题, 建

立扶持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公共财政框架, 扩

大了财政的公共性; 三是梳理制度分割障碍,

建立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流转通道, 将农村

居民带向一个安全的环境。( 2) 改革是机制更

新, 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运作方式, 按照

农民工、被征地农民、纯农民等不同目标人群

的保障需求, 充分利用行政推力, 借助于市场

机制, 以不损害国民福利为条件, 分层分类分

步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供给, 通过资源

合理配置提供长效保障, 扩大了保障面, 按照

三项制度对三类人员保障的覆盖率, 已由 /九

五0 期末不足 30%提升到 85%以上。 ( 3) 管

理是机制运作, 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发展

基础。在社保目标设定、制度安排、基金征

缴、财政转移支付等过程中本身就是农村社会

养老保障管理创新, 同时又是与城乡职工社会

保障制度衔接的有益探索, 为建立城乡一体化

的社会保障体系找到了科学依据, 它所产生的

社会功效不仅限于社会保障层面, 将农村社会

结构变化中的特殊矛盾通过系列保障、管理服

务、制度安排得以妥善解决, 而且为今后社会

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公共问题, 如何以强化公共

管理来兴利除弊、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开辟了成

功的范例, 它的践行必将产生更为广泛的辐射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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