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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
即蕴涵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
而《中庸》论道：“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
”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
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来看，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都离不开学术科
研力量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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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由于体育活动的受益主体包括个人及家庭、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共需求
，因此，体育行政管理的主体应该是多元的，国家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包办一切体育活动。
体育行政管理的对象主要是应该由国家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涉及社会共同需要的体育事务，实现全社会
体育活动的良性运转和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1.合理配置和利用体育资源。
体育资源管理包括对体育人力资源、体育财物、资金、信息等资源的管理。
以政府为核心的体育行政组织对社会所拥有的体育资源负有保护和合理使用的责任。
对社会体育资源，国家一方面要促进市场体制进行合理配置和利用，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法律和行政的
手段去调节和消除市场活动可能造成的对资源使用的负面作用。
以政府为核心的体育行政组织对拥有的体育资源，要进行优化配置，并在社会活动中产生最大的价值
和最好的效果。
2.提供体育公共产品与体育服务。
由于公共产品和服务只能由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提供，因此，体育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要提供
基本公共产品与社会服务。
在体育活动中，属于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部分，应该无偿提供，属于半公共产品，采用费用分担的方
式提供，属于公众消费性的体育产品，可由政府行政组织提供产品质量和质量监督服务，产品的消费
者自己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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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行政法新论》：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行政法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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