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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中介组织的兴起与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尽管其在国外发展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但在我国，主要还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机构改革
而发展起来的。
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则是在尊重社会中介组织发展内在规律基础上，通过政府、社会和组织自身的协调
，规范其发展，促进其职能发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
社会中介组织管理涉及多个层面，这主要源于人们对社会中介组织认识的两种观点。
一种是保守主义的观点，强调社会中介组织的传统管理模式和基本职能，严格限定其空间和作用域；
另一种是先锋派的观点。
强调社会中介组织必须进行积极的变革，在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上大胆创新，充分展示其内在活力和
外在张力。
这些观点反映出人们在变革的时代，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矛盾心态，对社会中介组织具体管理的莫衷一
是。
　　各学校在公共管理专业课体系中，都设置有类似于社会中介组织的内容，只是称谓不统一，如叫
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民间组织，等等。
这种称谓不同，必然使各学校在课程教授和研究上也出现差异，其实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有序发展，也
不利于社会实践的展开。
东北大学一直将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列为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主张理论研究和创新实践并重，建设有
特色的专业课程。
　　本书是编者在多年教学累积和调研采访基础上，借鉴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精华，获得东北大学教
材立项支持才得以出版。
该书不仅填补了东北大学社会中介组织管理教学规范用书的空白，对全国公共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和内
容建设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更会促进社会加强社会中介组织管理，推动社会中介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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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验物理学》是根据原国家教委颁发的《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东北大学
秦皇岛分校物理实验讲义为基础编写的大学物理实验教材。
全书共7章，包括绪论，基本仪器的使用、测量、误差及有效数字、处理数据的几种方法、实验项目
、物理实验用表等。
全书共42个实验，分为基础性实验、提高性实验、综合与应用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四部分。
为适应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侧重了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项目的选用。
　　《实验物理学》可供高等工科院校作为物理实验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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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1章 物理　实验中的基本测方法与常用物理量的测量　1.1 物理　实验中的基本测量方法　1.2 长
度的测量和量具量仪　　1.2.1 米尺　　1.2.2 游标尺　　1.2.3 数字显示卡尺　　1.2.4 千分尺（螺旋测微
计）　　1.2.5 移测显微镜　　1.2.6 测微目镜　1.3 质量的测量及仪器　　1.3.1 物理天平的结构及其主
要参数　　1.3.2 天平的级别与砝码的精度　　1.3.3 物理天平的调节和使用　1.4 时间的测量及仪器　
　1.4.1 停表　　1.4.2 多用计数器　1.5 角度的测量　1.6 温度的测量及仪器　　1.6.1 温度计的制作原理
和定标　　1.6.2 常用温度计简介　1.7 电流、电压和电阻的测量　　1.7.1 电流的测量　　1.7.2 电压的
测量　　1.7.3 电阻的测量　　1.7.4 多用表（万用表）　　1.7.5 电表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1.8 　实验室
常用电源与光源　　1.8.1 电源　　1.8.2 标准电池　　1.8.3 光源第2章 测量、误差及有效数字　2.1 测量
、误差的基本知识　　2.1.1 物理量的测量　　2.1.2 误差的定义　　2.1.3 误差的分类　　2.1.4 测量的精
密度、正确度和准确度　2.2 误差的分析与处理　　2.2.1 系统误差的分析与处理　　2.2.2 随机误差的
分析与处理　　2.2.3 异常数据的剔除　　2.2.4 　实验结果的表达　　2.2.5 不确定度简介　2.3 有效数
字及其运算　　2.3.1 有效数字　　2.3.2 有效数字的运算规则　习题第3章 数据处理的几种基本方法
　3.1 列表表示法　　3.1.1 列表的要求　　3.1.2 内插与外推　3.2 作图法　　3.2.1 作图的主要步骤　
　3.2.2 图解法　3.3 逐差法　3.4 　实验数据的直线拟合（一元线性回归问题）　附录 　实验报告示例
第4章 基础性　实验　实验1 示波器的原理及应用　实验2 分光计的调整　实验3 欧姆定律的应用　实
验4 模拟静电场的测定　实验5 旋光　实验　实验6 扭摆法测定物体的转动惯量第5章 提高性　实验　
实验7 霍尔效应　实验　实验8 用双臂电桥测低电阻　实验9 用电位差计测电动势　实验10 铁磁材料的
磁化曲线和磁滞回线　实验11 固体线膨胀系数的测定　实验12 等厚干涉的应用——牛顿环、劈尖　实
验13 衍射光栅　实验14 测玻璃三棱镜的折射率　实验15 光强的分布　实验16 单色仪及其使用第6章 综
合与应用性　实验　实验17 金属杨氏弹性模量的测定　实验18 密立根油滴　实验　实验19 迈克耳逊干
涉仪的应用　实验20 超声波传播速度的测量　实验21 光电效应测定普朗克常数　实验22 全息照相　实
验23 夫兰克一赫兹（F-H）　实验　实验24 塞曼效应第7章 设计性物理　实验7.1 设计性物理　实验简
介7.1.1 物理　实验的现状7.1.2 开设设计性物理　实验课的目的7.1.3 设计性物理　实验的选题7.1.4 设计
性物理　实验的教学要求7.1.5 设计性　实验的教学方式7.1.6 设计性　实验过程7.1.7 　实验方案的选择
和　实验仪器的配套7.2 设计性物理　实验项目　实验25 用惠斯通电桥测电阻　实验26 非线性电阻特
性的研究　实验27 电表的改装与校准　实验28 表头内阻的测定　实验29 设计和组装欧姆表　实验30 
细丝直径的测定　实验31 物体密度的测定　实验32 自组电桥测电阻　实验33 用电位差计校准电流表　
实验34 温差电动势的测量　实验35 色散曲线的测量　实验36 薄透镜焦距的测定　实验37 衍射光栅测
狭缝宽度　实验38 测金属杆的线膨胀系数　实验39 偏振现象的　实验研究　实验40 设计和组装热敏电
阻温度计　实验41 用三线摆测物体的转动惯量　实验42 用箱式电桥测热敏电阻的温度系数附录 物理
　实验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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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中介是客观事物转化和发展的中间环节，并指出：“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
段融合，一些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
”列宁也指出：“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中介是客观事物转化和发展的中间环节，中介的本质是：它是事物相互作用
的连接纽带和传递者。
　　二、中介的特征中介的特征可以从多个方面体现出来。
　　（1）居中性。
这是从中介的存在特点，尤其是所处的发生作用事务间或系统间特定位置属性角度来说的，这具有“
中间”的特点，是宏观体系间的居中位置关系，这是对中介活动的基本存在关系的“定位”。
　　（2）使动性。
这是中介具有的核心特性，也是其存在的基本价值。
中介就是要通过自身的活动和优势，促成彼此事务间的联系和相互获取对方资源，实现非“中介”状
态下的更大价值或利益。
如果要能够加快相互隔离事务间的互动，需要中介积极开展使动性活动，变静为动，变陌生为熟悉，
实现各自的组织目标。
　　（3）服务性。
这是由中介的活动内容决定的，中介一般不直接从事生产制造或研发创新活动，而仅是依靠自身掌握
的大量信息资源、专业的评判技术、独特的社会关系、良好的社会声誉等无形资源，为具体从事“有
形工作”的各方或者管理活动等提供决策咨询、评鉴、协调、促进等服务支持。
　　（4）信息性。
这是中介具有的最大优势，也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中介组织及其活动的核心资源。
从市场交易成本理论角度来看，中介就是一个信息的集大成者，能够为市场活动中各自信息的封闭者
打开交流的信息之窗，类似于生物学中的信使RNA，能够加快信息融通，使信息成为生产力和经济效
益。
　　（5）互益性。
中介活动是为了促进各方参与者的商业利益或社会效益最大化，增进各个参与者获益质量。
中介组织或活动本身肯定也会收取部分费用作为中介成本补偿，但这不是中介存在的根本目的，互益
性才是中介存在的利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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