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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2002年的秋天，本书的作者吕守军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是一位诚实的青年，想致力于对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并在保持社会主义理念的前提下的企业
应有的理想状态进行研究。
我启发他：像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环境下仍然存在着公营企业，如果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可
能会取得很好的研究成果。
数年之后，我看到了以日本典型的公益事业即自来水事业为研究内容的博士学位申请论文。
这是作者潜心研究之作。
　　然而，那些年里，认为自来水事业必须是公营的这个原本是普遍认同的想法也在发生着改变，它
已经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了。
的确，没有理由要求作为行政单位的自治团体与供水服务的地域单位必须一致。
在日本自治体（市街村）以下的村计和城镇里，存在着很多私营的自来水事业，如果扩大到广域的范
围就需要自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
自治体负有提供保障市民健康生活条件的责任，但是这并不排斥事业本身可以是民营的。
如何既能保证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经营的效率性和稳定性，又能从作为居民生命线的特殊角度出发，
保证向居民提供可以信赖的公益服务，即如何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在吕守军研究的日本自来水事业，以早期的江户时代的用水为例，就是幕府和领主支援了民间的创意
从而实现了两者的统一。
（明治时期）为了解决开放港口和城市化带来的问题，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重新整合公营事业，实现
了日本近代自业水事业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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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守军，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师，美国巴尔的摩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有经济系统分析、演化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世界经济。
主持和参加国家级课题和省部级课题六个。
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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