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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科 研 简 报 
    2015年第 1期（总第 45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编              2015 年 9 月 1 日 

本 期 要 目 

 特别报道 

我院唐世平教授的著作获得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著作类大奖 

我院敬乂嘉教授获聘国家行政科学专家委员会专家 

我院唐亚林教授获 2015 年度上海市人民政策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资

助 

我院全英文学位项目获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我院陈超群副教授所撰写的论文获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三十周年

优秀成果三等奖                                                         

我院发表国务智库战略报告《复旦国家治理战略报告--常态化治理与全

面深化改革》  

 

 成果简介·专著(P5) 

 成果简介·论文 

  国际政治系（P6） 

  政治学系（P8） 

  公共行政系（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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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rpa.fudan.edu.cn/_upload/article/7d/2b/8bff860f4c7589808399013a7bdd/31f835aa-eb25-4dd9-a22a-978a347bc9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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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我院唐世平教授获的著作获得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著作类大奖 

在今年 2.16-2.21 日于美国新奥尔良市举行的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ISA）年会上，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

讲席教授唐世平教授于 2013 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获得了 ISA 的“年度最佳著作奖（ISA Annual 

Best Book Award）”。 

 

 

 

我院敬乂嘉教授获聘国家行政科学专家委员会专家 

2015年 1月 7日，“国际行政科学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大

学召开。国际行政科学专家委员会是国际行政科学学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IIAS)的中国分会。 敬乂嘉教授出席会议并被聘为专家委员会专

家。学院将加强与国际行政科学学会（IIAS)的合作。今年 5月份其欧洲分会的会长 Ongaro

教授将来学院访问和讲学。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孔昌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昌生副部长还为新聘任的

8名专家颁发了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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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唐亚林教授获 2015 年度上海市人民政策决策咨询研究 

重点课题资助 

日前，经组织专家会议和面试比选两轮评审，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公示，我院

唐亚林教授领导的课题组获 2015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其课题名称

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细分标准与提升政府法治能力研究。”  

 

 

我院全英文学位项目获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3年高等教育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的通

知》(沪教委高〔2013〕64号)的精神，我院陈志敏、敬乂嘉、陈玉刚、吴心伯教授“全英

文学位项目办学中的自主发展与国际合作探索”经学校推荐、专家评审等程序，获得上海市

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这是近年来我院教学方面首次获得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项称号，也是

本次上海市评奖中唯一一个英文项目教学成果奖。 

 

 

我院陈超群副教授所撰写的论文获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 

三十周年优秀成果三等奖 

根据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关于转发《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关于公示纪念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三十周年优秀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评选结果的通知》的通知，我院

陈超群副教授所撰写的论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社会系统分析-从思想、价值、制度、

到生活的良性循环”获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 30周年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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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发表国务智库战略报告 

《复旦国家治理战略报告--常态化治理与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这说明，如何完善国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立足于此，本报

告的上篇主要从历史方位与理论基础对“国家治理”的理论、历史、内容、目标、要求等进

行了探讨与梳理，并针对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压力下治理”进行了研究，从而从“一般属

性”和“个别对象”上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下篇则分别从政党治理、政

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公共安全治理、腐败治理、司法治理、都市治理、

城乡统筹治理、军队治理、互联网时代的治理模式和全球治理等十三个方面出发，对我国国

家治理体系构建的议题与领域进行了分析，并分别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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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专著 

社会多元、社会矛盾与公共治理 

唐亚林 李瑞昌 朱春 等著 

 

 

本书站在理论研究与社会管理实践的角度，分析把握当前中

国社会的转型特征、风险社会的内在逻辑、社会多元化的发展

趋势、社会矛盾与官民矛盾的生成机理，梳理社会共识的生产

机制、探求化解社会矛盾的发展之道，探索重建社会包容性秩

序，以推动当代中国未来和谐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 

 

 

中国政府建设与发展报告 2013-2014 

竺乾威 朱春奎 主编 

 

 

本研究报告系集体合作成果，由竺乾威、朱春奎教

授统筹，复旦大学师生分工合作完成。 

本次报告以行政改革与政府创新作为研究对象，强

调行政改革与政府创新是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与创新

驱动发展的关键因素。围绕这一主题，本报告结合理论与

实践，从行政改革、治理创新、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等多

维度进行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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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论文 

国际政治系 

 

Understanding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Concept of  a Believing 

China 

徐以骅 

The Ecumenical Review（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AH&CI) 2015 年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1）对基督宗教在华“后传教时代”的中西宗教互动的概念、特点和

内容作了阐述；（2）对基督教在华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作了较全面的叙述和归纳；（3）

对作者近年来提出的“信仰中国”（Believing  China）这一解释中国当前宗教发展格局或关于

中国宗教的分析/叙事框架及其对中国基督宗教未来发展的意义作了进一步论述。 

 

 

世界秩序之争中的“一”与“和” 

苏长和 

世界经济与政治（CSSCI） 2015 年第 1 期 

“一”是一个包含许多政治秩序信息的汉字，它有普遍性、正统性、统一法则的含义。

有了“一”，共同体内则可以实现“共一为和”的秩序状态。在文明史和世界政治范围内，

文明之间和大国之间经常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围绕“一”的问题展开争论获妥协。作者阐述了

“一”“和”问题在历史和当代世界秩序之争中的意义，指出按照一种地方的政治秩序经验

作为普遍主义原理来组织世界秩序之争中的意义，难以走出历史上国际秩序建设的局限。在

一个多样多元世界中，可以各方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普遍主义原则下，寻找组织秩序的共

同规范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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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乐器 

雅克·夏耶 文/ 陈玉聃 译 

新史学第十三辑 2015 年 3 月 1 日 

本文译自法国音乐学家、作曲家夏耶（1910-1999）著作《古希腊音乐》（La musique grecque 

antique, Paris: Les Belles Letters, 1979）中的“乐器”一章。夏耶在 20 世纪法国音乐界具有重

要影响，是巴黎第四大学（巴黎索邦大学）音乐学系创始人，执掌音乐史教席近三十年。在

此文中，作者详细研究了古希腊生活中的两类主要乐器：簧片管乐器和拨弦乐器，并介绍了

其他种类的管乐器、弦乐器和打击乐器。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 

黄河 

世界经济与政治（CSSCI） 2015 年 6 月 1 日 

作者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背景，从公共产品理论出发，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实

施过程中的重点环节是促进区域及区域间合作，因而需要有关国家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特别

是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以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需要。在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供

应严重不足或无法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只服务于特定区域或跨区域，其

成本又是由区域内或区域间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机制或制度称为“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

品”。“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整体平台，在该平台下的诸多跨国活动具有区域性或区域间公

共产品属性。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逐渐形成了区域性或

区域间公共产品供应的新格局。中国通过主导“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可改

善因美日欧经济停滞所导致的公用产品供应能力的不足，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

合，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合作体系网。 

  



8 

 

政治学系 

 

The Perception of Anti-corruption Efficacy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中国民众的反腐败效能感：一项实证分析） 

李辉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SSCI）2015年第 3期 

本文基于2008年上海市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数据，检验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不公平

感和反腐败效能感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通过把反腐败效能感定义为民众对反腐败的正向功

能的主观期待，我们发现：越倾向于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个体，其反腐败效能感也越高；

权力距离感与反腐败效能感呈负相关，权力距离感越高的个体其反腐败效能感越低；且二者

存在交互效应，即权力距离会稀释分配不公平感对反腐败效能感的正向影响。  

 

 

 

The Broken Ladder: Why Education Provides No 

Upward Mobility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熊易寒 

The China Quarterly（SSCI） 2015年 3月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why education fails to facilitate upward mobility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By comparing a public school and a private migrant school in Shanghai, two 

mechanisms are found to underpin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class system: the ceiling effect, which is 

at work in public schools, and the counter-school culture, which prevails in private migrant 

schools. Both mechanisms might be understood as adaptations to the external circumstances of – 

and 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 migrants rather than as resistance to the prevailing 

institutional systems. Thus, the functioning of these mechanisms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inequality 

embodied in th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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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呼吁：为什么中产阶级偏好协商而非抗争 

熊易寒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CSSCI) 2015年第 3期 

“依法抗争”是理解中国民众维权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然而,通过对上海 J 镇的

调研发现,中产阶级在维护自身权益时更倾向于采用协商的方式而非依法抗争。中产阶级之

所以偏好充满不确定性的协商,是因为迁移成本高昂使他们很难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行

使“退出权”。为了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他们只能采用呼吁的方式向基层政府施加压力。

为了降低政治风险,中产阶级采取有别于“依法抗争”的“忠诚呼吁”策略。依法抗争以中

央政府作为忠诚对象,而忠诚呼吁则以基层政府作为忠诚对象;依法抗争以基层政府作为抗

争对象,而忠诚呼吁则以基层政府作为潜在的结盟对象;依法抗争以中央政策作为武器,忠诚

呼吁以地方政府的政绩作为谈判筹码。但是,中产阶级并未完全放弃“依法抗争”,而是将其

作为备选方案来确保“忠诚呼吁”的有效性。 

 

 

 

“福山的菜单”与政治现代化的逻辑 

——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 

包刚升 

开放时代(CSSCI) 2015年 3月 

弗朗西斯·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重申了政治现代化的标准菜单：有效国

家、法治与民主问责制，阐述了一套国家构建应优先于法治与民主的政治发展次序论，并对

美国政治制度的衰朽提出了批评。本文认为，福山并未从历史终结的立场上退却，而是给其

打上了“有效国家”的理论补丁。至于他的政治发展次序论，挑战在于国家构建、法治与民

主问责制有时是一个同步建设、互相影响的过程，威权政体更有利于国家构建的论点则缺乏

充分证据。福山所批评的美国政治衰朽，更多是指具体政治制度或机构的衰朽，而非自由民

主模式的衰朽，亦非系统的治国能力危机。总之，福山这一简洁理论框架与宏大历史叙事的

组合有很多优点，但这部作品的逻辑严谨性尚有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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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人与认同斗争：回溯至马克思 

陈周旺 

复旦学报(CSSCI) 2015 年第 2 期 

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观之，身份认同的丧失乃是工人在现时代面临的最严峻处境，

马克思的解决方式就是赋予工人“阶级”身份。现代国家的兴起，导致了民族认同与阶级认

同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场认同斗争主要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与葛兰西将意识形态视

为工人认同斗争的唯一胜算。随着资本扩张的全球化，西方世界与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工人认

同斗争具有了不同的逻辑，后者的产业工人惟有依托民族国家对抗全球资本。因此，新兴工

业化国家吁求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统一而不是对立，产业工人亟待将其阶级身份与公民身

份有机结合起来。 

 

 

 

民主、主观经济评价与腐败感知 

———基于亚洲、非洲与拉美舆情表合并数据的多层分析 

李辉 呼和那日松 唐敏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CSSCI) 2015年第 3期 

 

文章所聚焦的问题是: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程度会对个体的腐败感知产生何种影响? 

文章对亚洲、非洲和拉美三个舆情表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合并，整合出一个包括50 个国家在

内的跨层次数据。在此基础上使用多层分析法，研究发现民主对于腐败感知的影响具有双重

作用: 在直接效应上，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民众腐败感知的平均水平越高; 但在调节效应

上，民主作为一种宏观制度环境，会增强自我经济评价对腐败感知的负向影响。研究还利用

实证数据证明了个体的政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个体所处的宏观制度背景所塑造的，一个

国家的民主程度对于个体的腐败感知来说可以同时展现其“严厉的”和“慈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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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系 

 

经济新常态下的政府行为调整 

竺乾威 

中国行政管理(CSSCI) 2015年第 3期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市场将成为经济的主

导力量。这一发展变化要求政府的行为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从重经济到重保障、从重权力到

重责任、从重审批到重监管、从重管理到重服务、从重领导到重协商、从重数量到重质量。

政府行为变化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本质特征相关，因此，政府的改革要回到它的原

点——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透明政府 

 

 

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朱春奎 

中国行政管理(CSSCI) 2015年第 3期 

社会性别主流化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全

球战略，要求各国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主流。本文在对社会性别主流化与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对新形势下中国协调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促进社

会性别平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了战略思考。 

 

 

经济新常态下的公共治理创新 

李瑞昌 

探索与争鸣(CSSCI)  2015 年第 7期 

未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应该是中低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再依赖于政府投资而依

靠科技创新。中国经济新常态可能会引燃经济繁荣所掩盖的长期社会矛盾，演化成为因价值

观、身份认同和社会阶层等分化而产生的社会冲突。然而，在经济新常态下消除社会冲突、

实现社会和谐，不能依靠改革开放以来的放权模式而需要分权模式，即建立分权式公共治理。

分权式公共治理不仅需要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步调一致，而且需要政治稳定、推行统筹治理

和建立新的协调制度，从而推动公共治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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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集中制向民众集中负责制的转型 

唐亚林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CSSCI)2015年第 2期 

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中,是组织原则、运行机制与制度构成的总称。民

主集中制在政党组织权力和国家权力关系中,因不同的问题导向和价值取向,形成了三种不

同应用类型。民主集中制除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原则以及中国国家机构组织形式和

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日益表现为一种议事与决策制度,其直接后果是

推动了民主集中制从制度文本向实践机制的转型。将责任制引入到民主集中制中,形成民主

集中负责制的理论与制度,是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实行民主集中负

责制具备理论与现实可行性,需要从顶层设计视角将民主集中负责制上升为执政党与国家的

基本政治制度形态、将组织与决策主体以及权力运行过程纳入到民主集中负责制的责任追究

制度框架、将民主集中负责制的责任形态纳入到法治的基本框架。 

 

 

权力分工制度与权力清单制度： 

当代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建构 

唐亚林 

理论探讨(CSSCI)2015年第 3期 

权力制约模式可分为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与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两种，前者建构框架性

制度结构，体现政治制度的性质，并日益退隐到幕后，而后者建构操作层次，成为运行机制，

体现政治制度的质量。当代中国建构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

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并在努力探索建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这

一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从而实现对权力运行机制的中国特色式建构。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

制的内核包括两大内容：一个是“说‘不’的权力分工制度”，即在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

基础上的“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新型权力运行机制；另一个是“说

‘是’的权力清单制度”，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新型权力运行机制。建构中国特色权力

运行机制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的再造，带动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的再

造，最终实现权力制约模式的中国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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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治理：历史与现实的路径 

敬乂嘉 

南京社会科学(CSSCI) 2015年第 5期 

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中国合作治理的发展背景和趋势，并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合作

治理趋势及特点：渐进主义、国家领导、从经济向社会领域的转化、多样化的创新与扩散机

制、从需求驱动走向效率优先、从服务购买走向合作治理等。 

 

 

 

The politics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China 

（中国绩效测量中的政治） 

敬乂嘉 

Policy and Society（SSCI） 2015 年第 1 期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PM)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hina's public sector to enhance 

performance and ensure accountability. Like in other countries, PM in China is an arena of 

political management and manipulation by which political priorities are articulated and political 

loyalty and responsiveness are sought. This paper develops a regime-center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China's PM. It identifies major political structures 

that influence the adoption and functioning of PM in China, including the unified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e Chinese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its performance legitimacy strategy, 

the unitary but decentralized intergovernmental systems, and the bureaucratic culture and informal 

rules. Despite their constraining effects, these structural attributes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fundamentally account for the rise and popularity of P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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