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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特别报道 

我校政治学高峰学科 24 项成果获奖 

我院唐亚林教授获得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资助（6 月） 

我院 3 项科研项目入选 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我院胡鹏博士获得 2016 年教育部社科项目立项资助 

我院扶松茂副教授获得 2016 年上海市社科规划系列课题立项资助 

我院唐亚林教授获得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资助（3 月） 

我院徐以骅教授获得 2015 年度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二等奖 

我院沈逸副教授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发言 

 

 成果简介·著作(P7) 

 成果简介·论文 

  国际政治系（P9） 

  政治学系（P12） 

  公共行政系（P15） 



2 

特别报道 

我校政治学高峰学科 24 项成果获奖（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评奖结果

公示） 

日前，经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金理事会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评奖委员会评审通过，76项申报成果获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其中 60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著作、

论文类优秀成果奖，10项为媒体理论研究宣传优秀成果奖，6项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奖；287

项申报成果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 4项为学术贡献奖，273项为

著作、论文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 10项，特此公告。获奖成果同

时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网址：http://system.sh-popss.gov.cn/)和上海

市社联网站(网址：http://www.sssa.org.cn/)公告。 

我校政治学高峰学科有 24项成果获奖，分别为：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评奖一等奖 4项，二等奖 13项，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项，二等奖 5项，其中，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奖 18项，国际问

题研究院获奖 6项。 

具体获奖名单如下： 

序 获奖名称 获奖专家 获奖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单位 

1 
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

研究 
倪世雄 等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著作类一

等奖 
国务学院 

2 
中国的外交创新是否需要

外交革命？ 
陈志敏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一

等奖 
国务学院 

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

国际法理论体系的思索 
苏长和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一

等奖 
国务学院 

4 

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

——谈谈中国式民主与美

国式民主 

苏长和 

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一

等奖 
国务学院 

5 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 郭定平 等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著作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6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包刚升 等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著作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7 

以人民为本位的社会主义

国家建设理论：政治学对

科学社会主义的发现 

林尚立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8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

-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
陈明明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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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意义 

9 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 唐世平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10 

Is There a Clubbing 

Effect Underlying 

Chinese Research 

Citation Increases？ 

唐莉 等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11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原则之

争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沈 逸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12 
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

群冲突的升级 
熊易寒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13 
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学：社

会科学方法论的视角 
叶成城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14 安全、发展与国际共进 陈志敏 等 

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15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

公共外交 
徐以骅 

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16 

社会治理的“协商”领域

与“民主”机制———当

下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制

度特征、实践结构和理论

批判 

韩福国 等 

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17 
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与

母语写作 
熊易寒 

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18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

困境与转型研究 
陈水生 

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二

等奖 
国务学院 

19 
网络战略：美国国家安全

新支点 
汪晓风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著作类一

等奖 

国际问题

研究院 

20 
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

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张维为 

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评奖 

著作类一

等奖 

国际问题

研究院 

21 第五种权力——论智库 任晓 等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著作类二

等奖 

国际问题

研究院 

22 印度的核战略 章节根 等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著作类二

等奖 

国际问题

研究院 

23 网络时代的政治发展研究 蔡翠红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著作类二

等奖 

国际问题

研究院 

24 
社交媒体在美国对华外交

中的运用 
汪晓风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论文类二

等奖 

国际问题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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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唐亚林教授获得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资助

(浦东/自贸试验区专项课题) 

2016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浦东/自贸试验区专项课题自 6月 1日向社会公

开招标，截止到 6月 14 日共收到有效申请 66份。经组织专家评审，确定 11个课题组中标。

我院唐亚林教授获得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资助，其项目为“以自贸试验区

建设为动力，在浦东新区一个完整行政区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总结评价及下一步展望”。 

 

 

 

我院 3 项科研项目入选 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近日，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结果

于 6月 17日正式公布，现已公示结束。我院共有 3项科研项目入选，其中一般项目 2项，

青年项目 1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课题名称 项目类型 学科门类 

1 李瑞昌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境民族地区“三

区”援建的社会效能监测研究 
一般项目 政治学 

2 扶松茂 
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场域的权力结构及其

政治效能研究 
一般项目 政治学 

3 王德硕 中国宗教“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青年项目 宗教学 

 

 

 

我院胡鹏博士获得 2016 年教育部社科项目立项资助 

日前，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已完成专家评审工作，并已公示结

束，我院胡鹏博士获得 2016年教育部社科项目立项资助，其项目名称为“基于中国国情的

民众民主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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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扶松茂副教授获 2016 年上海市社科规划系列课题立项资助 

近日，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我院扶松茂

副教授获得 2016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系列课题立项资助，其项目名称为“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管理创新研究”。 

 

 

我院唐亚林教授获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资助

（本市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化、标准化问题研究） 

2016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自 3月 14日向社会公开招标，截止到

4月 8日共收到有效申请 329份。经组织专家会议和面试比选两轮评审，确定 86 个课题组

中标。我院唐亚林教授获得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资助，其项目为“本市基

本公共服务清单化、标准化问题研究”。 

 

 

我院徐以骅教授获得 2015 年度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

二等奖 

近日，中央统战部对 2015年度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进行了表彰。我院徐以

骅教授获得 2015年度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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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沈逸副教授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发言 

4 月 1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组长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按照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

势，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要适应这个

大趋势，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

一步，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出席座谈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作为 10

名各界代表之一参加座谈。他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就中国如何在推进全球网络治理体系变革

中发挥积极作用等问题，向总书记作了汇报。他在汇报中分析了 2015年 9月在西雅图举行

的中美互联网产业论坛等案例。习近平认真听取了发言，并对有关案例进行了点评。 

会后，沈逸表示，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在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建设中发挥积极

作用，开展网络主权理论研究；要在网络安全领域，不拘一格用好人才。“作为长期致力于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与中国网络安全战略研究的青年学者，我备受鼓舞。” 

据悉，近年来，我校依托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等平台，推

动国际关系、新闻传播、社会学、计算机等学科交叉融合，积极服务中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化

战略。我校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4年。中心聚焦网络空间治理、网络安全战略

博弈等前沿领域，正在着力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战略咨询与政策分析平台。“十

三五”期间，中心将在有关部委和上海市的支持下，依靠高峰学科计划，与政府、企业积极

联动，做大、做强开放平台，在网络主权理论研究、中美网络安全战略关系、全球网络空间

治理体系变革、电子政务、网络时代治理能力等方向积极拓展学科边界，争取形成基础理论、

国家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的重镇，立足复旦、服务上海，牵引中国、影响国际。 

 

  

http://www.sirpa.fudan.edu.cn/wp-content/uploads/2016/04/sirpa.fudan.edu.cn_qqw.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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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专著 

平衡木上的中国 

熊易寒 著 

 

本书聚焦于当代中国的阶层问题与国家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得日益多元

化，私人利益和群体性的利益表达逐步获得正当性，市场和社会从国家的身影下成长起来，

未来或可比肩而立。进入 21 世纪，经济奇迹的另一面逐渐显现

出来，环境污染、地区差距和贫富分化正在撕裂中国社会的肌体。

如何平衡增长与稳定、经济与环境、国家与社会、效率与公平，

以及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分化，是当前中国无法回避

的难题。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处在经济增长的快车道，

可以大胆地变道超车；那么，当下的中国已然置身于平衡木之上，

必须超越左右，整合各方，以制度化的方式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

利益，在殊异乃至冲突的利益诉求中寻找公约数。发展之道，在于共享；治理之道，在于平

衡。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任军锋 译著（第一译者）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系统考察了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末政治思想的发展。

其作者来自世界各国，且都是在相关领域成绩卓著的学者。书中所讨论的主题涵盖了福利国

家的兴起及后来引起的批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自由民主的

认识及其尝试提出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大众选民以及新社会运动促

成的全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从实证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对政治研究产

生重大影响的形形色色的思想传统；西方与非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

互动；全球化对国家提出的挑战。二十世纪政治思想中的每项重大

议题都有专章讨论，既有相当的学术水准，也容易为读者理解，对

本科生以上不同层次从事政治学学习和研究的学生或学者，都不无裨益。 

 

 

http://baike.baidu.com/view/6998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98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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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学术 第十五辑 

徐以骅 张庆熊 主编 

 

 

本辑主要分为《圣经》与神/哲学研究、宗教与社会、

历史研究、学术述评四个部分。《基督教学术》创刊基础是

哲学、史学等传统学科。今年除了来自本校/本地外的稿件

和青年学者的稿件增多外，最大变化就是议题和学科的多

元性和跨学科性，这也反映了国内基督教学术研究的一般

趋势。 

 

 

 

 

 

 

中国特点的对口支援制度研究——政府间网络视角 

李瑞昌 著 

 

对口支援制度是一项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

它广泛地运用于治理民族地区问题、边疆地区问题、贫

困地区问题、大型工程项目建设地区移民问题和灾区恢

复重建问题，显示出社会主义“集中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

“兄弟大家庭”的独特文化优势。本书从政府间网络视角将

对口支援实践定位为“政治性馈赠”，继而，明确了对口支

援制度的含义，指出了对口支援制度的中国特点，全面

分析了对口支援实践中的中央意图与战略、地方政府间

关系和央地关系，并评估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的跨区域

合作之社会绩效。本书是国内外研究中国对口支援制度理论的一本创新性专著，也是央地关

系和政府间关系研究深化的一项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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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论文 

国际政治系 

 

中美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合作与分歧 

薄燕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2016年 1月 1日 

中国和美国是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关键国家，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关系状态是怎

样的？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关系？本文通过分析提出，中美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加强了在气候

变化领域的相互协作，具体表现在：合作意愿不断提升、合作内容更加广泛、合作渠道更加

多元、合作成效日益凸显。随着２０１５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临近，中美已有的气

候合作将对该次会议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中美对于２０

１５年全球气候协议的分歧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新协议的原则、规则和法律性质等方面。

中美在责任和能力等方面的认知差异是导致双方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这需要通过加强对话

磋商加以管控。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管控——以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为例 

黄河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学报）（CSSCI）2016年 1月 1日 

 

国际投资中的政治风险是指由政治因素引起的不连续性出现于商业环境中，导致一个国

际投资的利润潜力或资产损失的任何类型的政治事件，如战争、恐怖活动、政府变化和第三

国干预等。通常我们可以从常规、影响层次、风险来源、“传统”与“非传统”等角度将政

治风险加以分类。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领

域、范围和规模还将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在地缘政治上，目前在欧亚大陆由东向西正在逐

渐形成一个“社会政治动荡风险弧”，包括中南半岛、南亚、中亚、西亚及北非，地缘上与

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及多个海外投资重点地区重合，推升了我国海外投资企业面临的政治

风险。因此，对政治风险进行管控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我国亟需

制定有效的相关政策，对面临的政治风险提前做出详细评估，并及早制定风险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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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建构 

陈志敏 

中国社会科学（CSSCI）2016 年 6月 1日 

在中国，全球治理的理念先于国家治理的概念进入了学界和政府的话语体系。随着中共

十八大正式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的国家层面也得到了高度重视。

本文试图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的建构联系起来，分析两种治理在世界秩序建构

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本文也将总结中国在两种治理中发展起来的独特模式，并探讨中国

式治理对世界秩序建构的意义。 

 

 

 

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 

苏长和 

世界经济与政治（CSSCI） 2016 年第 1 期 

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从“ 关系” 和“ 共生” 两个

核心概念入手， 有助于了解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含义。作者首先探讨了中国大

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含义， 分别从因果与关系、定域与离域、敌与友、合而治之与分而治之

之间的关系， 揭示了中国大国外交理论中的共生文化因素； 在制度体系与大国外交理论部

分， 则从中国国内制度体系和外交之间的关系角度， 分析了中国如何克服和减少内外政治

矛盾对国际合作的影响，目的在于深化人们从制度层面认识中国大国外交的国内支持因素； 

结尾部分还对比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尝试过的列国秩序／均势秩序、华夷秩序／朝贡体系和共

生秩序， 指出朝贡体系作为一个流行的概念， 对外界关于中国崛起的认识具有误导效应， 

应该挖掘中国传统内外关系中共生的资源。当代中国大国外交在文化和制度上的共生含义， 

同古代中国尝试过的共生秩序具有连续性。在关系的延伸中穗步扩大共生秩序的范围， 形

成对既有不共生现象更大的制约力量， 最终接近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大国外交

在国际秩序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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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spect of engaging China in the ICAO global 

MBM scheme 

黄以天 

Climate Policy （SSCI）2016年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Association (ICAO) plans to establish a global MBM 

(market-based measures)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irlines in 2016. With substantial interests in the 

aviation and aircraf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hina is an important player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CAO’s pla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ospect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will be shaped by 

both normative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ncluding state sovereignty,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industrial interests in aviation and aircraft manufacturing. It 

suggests that among the options considered by the ICAO, China prefers the ‘baseline-and-credit’ 

approach, which is to decentralize and incorporate energy-efficiency standards. It highlight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ICAO’s plan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hinese aircraf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ight concern China in the long term. With the stances of the EU, the US 

and other major economies taken into account, it concludes by mak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 for 

the ICAO to help reconcile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ther major players. 

 

G20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Global Tax 

Governance”（《G20 机制转型与全球税收治理》） 

朱杰进 

Pacific Review （SSCI）2016年 

The G20 is in transition from a short-term crisis institution to long-term steering institution, 

adopting a new ‘G20 +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approach. In this 

approach, the main role of the G20 is to set the agenda and build political consensus 

for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rovides the technical 

support and facilitates proposal implementation, while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G20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is that the emerging economies need to participate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the advanced economies. The case of global tax governance is among the few success stories 

of the G20's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Within the ‘G20 + OECD’ governance architecture, the G20 

builds the political consensus that the profits should be taxed where they are performed, while the 

OECD proposes the technical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Action Plan. In this way, the G20's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the OECD's technical advantage complement each other, making a giant 

leap in global tax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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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系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

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 

刘建军 马彦银 

社会 （CSSCI）2016年 1月 1日 

 

官吏分途作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人事制度安排，依然具有其延续性和再生性。中国地

方和基层治理中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的三分，与官吏分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

文作为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

的一个补充，提出群体三分是更接近官吏分途的延续者与变异者。层级分流与群体三分，共

同构成了地方和基层治理的主干。官吏之间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与目前官僚群体、派生

群体和雇佣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是相通的。雇佣群体是影响地方和基层治理绩效的

重要因素。进入层级分流的精英群体或干部群体，除了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性之

外，还拥有政党所赋予的使命。使命政治是对晋升锦标赛政治的一个补充，它是解释中国的

巨变和崛起的重要视角之一。 

 

 

The arrival of critical citizens: decline of political trust 

and shifting public priorities in China  

王正绪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SSCI） 2016年 

Political trust has been in decline in China. In this article, we capture this decline as reflec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While the government managed to deliver a 

sustained period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public's trust in it is diminishing through two 

mechanisms. On the on hand, Chinese citizens are acquiring stronger liberal democratic values, 

which make citizens more critical towar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On the other hand, 

changing political culture is also shown in the citizens’ shifting of their priorities toward the 

expansion of freedom and empowerment of citizens. Decades of socio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meant that the era of critical citizens has arrive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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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的悲歌：图绘中国工人政治史 

陈周旺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六辑 劳工政治 （CSSCI）2016 年 7 月 1 日 

 

中国工人的政治实践与自我构建，展开了一张工人政治历史长卷。工业化早期，中国工

人是帝国主义侵华、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三个叠加历史进程的产物，工人被赋予了

一种天然的“革命性”。建国后的大工业建设，迎来了中国工人的黄金时代，形成了“工人

阶级领导”的话语建构。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工人群体的社会地位构成了根本性的冲击，在反

抗边缘的同时，中国工人也经历一个被重新建构的进程。 

 

集权化市场、弹性积累与劳工政治的转型 

熊易寒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六辑 劳工政治 （CSSCI）2016 年 7 月 1 日 

 

为什么弹性积累的生产体制会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中国兴起？本文认为

弹性积累在中国的兴起与集权化的全球市场密切相关。市场并不像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学教科

书所宣传的那样平等。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世界体系中，市场都是一个等级体系。

在世界体系中，市场的等级色彩更为强烈，因为大型跨国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和技术获得更大

的主导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民族国家的法律规制。通过集权化的市场，弹性积累帮助

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利润率的危机。弹性积累改变了工厂政体的形态，削弱了工人运

动的组织基础。 

 

 

国际环境、精英政治与民国初年民主共和政体的兴衰 

胡鹏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六辑 劳工政治 （CSSCI）2016 年 7 月 1 日 

 

武昌起义后的南方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为何能够达成妥协，实现南北统一？在此之后，双

方又为何走向军事冲突，引发民主共和政体的衰败？本文认为，国际环境在其中起了关键影

响。武昌起义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秉持中立政策，使得南京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无法获得外

部借款，双方均无实力实现武力统一。英国在政治上支持袁世凯，督促和谈，南方革命党人

选择让步，在清帝逊位后推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南北统一后，外患的加深使得袁世凯

有集权专断的倾向，而国会无法制约举借外债的政府，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矛盾最终演变为

军事冲突。本研究将帮助我们反思：民主霸权国家天然推广民主“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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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抗争：江南城镇民众的生活（1912-1949） 

林涓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六辑 劳工政治 （CSSCI）2016 年 7 月 1 日 

 

民国时期的江南，虽然一直被人们目为最繁荣的经济区，但是从 1911 年以来，复杂的

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投身于城乡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中，并因时代变幻、经济

波动、自然灾变以及严重的中外战争与国内战争，既存在普遍的社会危机感，又发生过各种

各样的社会抗争或群体运动，且往往被著以浓厚的政治色彩。很多与江南繁华生活相异的景

致与实态，从中也得到鲜明的呈现。生活史层面的叙事，显然可以重塑这段历史。 

 

 

东亚的机构信任：制度与文化的差异 

王正绪 

开放时代 （CSSCI）2016 年 2 月 1 日 

 

本文运用东亚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东亚地区公众对本国或地区的

各个主要政治机构如中央政府、立法机关、警察系统等的信任.分析发现,将东亚各个社会按

照政体类型分为西式自由民主、西式选举民主、非西方民主三组后,这些社会的公民对政府

机构的信任表现出一些明显的模式.在西式自由民主和选举民主的体制下,由选举产生或与

选举相关的机构如国家领导人、中央政府、政党等的信任度比较低,而非选举性的专业化的

机构如法院、警察系统、公务员系统等,其信任度则更加直接地反映了这些机构的质量.传统

的政治文化,例如强调政治权威、等级制度、集体身份的价值取向,一般会培养公民对政治机

构抱有较多的信任.这一发现也说明,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现代化逐渐削弱

传统的政治文化,很可能会出现公民对政治机构的信任相应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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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系 

 

维权情境中的自发性认知解放——以业主积极分子的权力

意识的演进为例 

孙小逸 

社会 （CSSCI）2016年 3月 1日 

 

本文旨在考察业主维权情景中行动者的认知过程。作者提出了理解主观认知的分析框架，

并根据权利内容即财产权抑或自治权、权利性质即反应性抑或进取性两个维度，对业主权利

意识进行类型学划分。对微博的分析呈现了近年来业主积极分子权利意识的分布和演变状况；

访谈结果则显示积极分子对权利意识的认知解放是一个自发、互动的过程，而且抗争面临的

阻力促进相似抗争的连结，社会化媒体为类似抗争的串联提供了平台，推动了认知解放过程。

本文阐明了在中国情境下框架化和认知解放过程的自发性和互动性，同时指出未来的研究应

该从以事件为中心的案例分析转向以议题为核心的抗议事件族的分析。 

 

 

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的范式建构及其转型方略 

唐亚林 

行政论坛 （CSSCI）2016年 4月 1日 

 

由以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的新三大都市圈与以国家级城市群为目标的四大核心城市群

共同构筑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新形态，标志着以大都市治理范式建构为目标的当代中国国家

建设主导范式的正式登场，昭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催生以大都市治理为核心的发展新动力，

开辟以大都市治理为主战场的发展新空间。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是集共有权利、共有设

施、共有规则、共有形态、共有绩效以及共有知识体系于一体的新型大都市治理范式，呈现

了基于共享的统筹式治理模式、基于 ICT 的智慧型治理形态、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治理机

制“三新”特征。推动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的转型，必须遵循从统筹区域合作到促进协

同发展再到推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这一中国式制度演进轨迹的基本经验，坚持

“先规划对接，再深度协同，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理念，实施“区域规划对接对联、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体系开放开发、区域制度深度融合、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五位一

体的战略举措。在此基础上，用大都市治理范式创新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制度体系设计，为当

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富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资源与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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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治理：新的治理模式？ 

竺乾威 

中国行政管理 (CSSCI) 2016年 7月 1日 

新公共治理是2１世纪初建立起来的一种管理模式和理论， 它力图将政治与技术即价值

理性和工具理性结合起来， 超越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两分法。它建构的“ 服务主

导” 的理论和方法将公共政策的执行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置于中心，从服务方而不是生产

方（ 传统公共管理理论的出发点） 的角度重新诠释了以多组织和多元主义为特点的西方国

家公共服务的过程。这一理论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 尽管它还在不断地完善中。 

 

政社分开的逻辑及其困境 

竺乾威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CSSCI) 2016年 6月 1日 

政社分开如同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一样，是我国政治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多年来改革的进展不大。从统治和治理两个维度对这一现象加以考察可以发现，政社分开取

决于治理逻辑和统治逻辑之间的角力。治理的逻辑要求分开，而统治的逻辑主张控制。统治

的逻辑使得政社分开陷入了难以获得有效进展的困境。解决的出路在于将领导权与治理权分

离，创新改革思路，从统治转向治理，转向国家治理现代化。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in one-stop service 

center for smart governance in China: Factors, 

strategies and effectiveness 

郑磊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SSCI) 2015年 12月 1日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is considered a critical means for government to solve 

complex public issues. By studying a one-stop service center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trategies and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besides variables that have been found in existing stud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in China is also affected by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personal relations among officials and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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