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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报道 

 

我院三项课题获 201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201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发布会于 6月 30 日召开，我院有三项课题

获准立项，分别是顾丽梅副教授的《网络参与和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课题、

熊易寒博士的《大中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与政治心理抽样调查研究》课题、林

挺进博士的《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实证研究》课题。 

 

我院 2 名教师获 2010 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2010 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名单日前已公示结束，我院潘忠歧教授

和张骥博士获得资助，两位教师的课题名称分别是“核心政治概念的认知分歧对

中欧关系的影响”和“法国与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评为 

“教育部 2010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 

近日，教育部 2010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申报评审阶段工作已经结束，并已完

成网上公示。我院浦兴祖教授作为负责人的课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被评为本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今年全国共有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和

76 个本科教学指导委

员会、47 个高职高专教

学指导委员会及专家

组织、56 所现代远程教

育试点高校，推荐申报

的 1214 门本科课程、

525 门高职高专课程和

179 门网络教育课程参

加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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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一项教育成果获第六届高等教育上海市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日前，我院浦兴祖教授、周帆副教授、刘晔博士、何俊志副教授、扶松茂副

教授合作的《夯实基础、操练思维、感受实际—“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教学探索》

获第六届高等教育上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本届高等教育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励

工作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公务员局共同

组织开展，全市 64 所高校共申报 928 项教育成果奖，经专家评审、网上公示和

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最终确定 398 项教学成果分获特

等奖和一二三等奖，其中 40 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 

 

我院青年教师熊易寒博士入选上海市 2010 年度“晨光计划” 

日前，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委联合公布了 2010 年度“晨光计

划”项目立项名单，我院青年教师熊易寒博士入选，其项目名称为“‘初中后’

农民工子女的生活机遇与政治心理研究”。该项目旨在推进上海市高校教师队伍

建设，促进优秀人才的成长，培养造就一批青年骨干教师。 

 

我院青年教师沈逸博士获上海“国研杯”征文比赛一等奖 

国务学院青年讲师沈逸博士提交的论文“应对明日帝国的挑战：全球化时

代的资本、信息与国家安全”获上海“国研杯”征文比赛青年研究人员组一等

奖。政治学流动站在站博士后祁怀高“冷战后中美在东亚的制度均势及对中国的

启示”获青年研究组二等奖。李华博士提交的“全球中的主体：现代国家及其多

维审视”一文获博士组一等

奖。 

“上海国研杯”征文活

动由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文汇报

共同主办，旨在为本市青年研

究人员提供一个交流学术思

想、提高科研能力和构建学术网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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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 

国际政治系 

 

Offense-Defense:Toward a Definitive Understanding 

唐世平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No.1(2010) 

Offense-defense theory (hereafter, ODT)has produced some of the most 

cited works in realism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seeks a more definitive 

understanding of ODT.I show that both ODY’s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have 

seriously underestimated its complexity. ODT’s two critical 

components-differentiation of weapons and military postures into 

offensive or defensive types and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hereafter, 

ODB)should be further unpacked into several sub-dimensions, and these 

sub-dimensions have different utilities fo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y discussion calls for a re-orientation of our research when 

it comes to relying on states’ military postures and 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新多极伙伴世界中的中欧关系 
陈志敏 

 欧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冷战后，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不断升温，双边合作在层次和领域

上日益加深，使得一些学者一度声称“中欧轴心”已经出现。然而，随着美国

在伊拉克战争中国力不断遭到削弱，其构造单极世界的梦想陷入破灭，新多极

世界的突然面世给中欧关系带来震荡，

所谓中欧“蜜月”宣告结束。在全球金

融危机爆发，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欧

盟《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以及中国国

力继续快速上升的背景下，一个新的多

极伙伴世界正在形成。在经历了过去几

年的阵痛后，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应有新

的开始，放弃过高的期望，而寻求更加成熟的和实质性的伙伴关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科研简报》第 26 期 

 
5 

      崛起外交的机遇与挑战 

 陈玉刚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1 月 21 日 

 

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国家，我国的外交正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这里既有机会，也充 

满挑战。外交是一国运用其力量执行对外政策、 

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际正义的行为。当今时代 

已非一两个大国能够设定国际秩序的时代，在新 

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的关键阶段，崛起中的国家 

应该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同时，广泛地促进国 

际团结，担当起建立公正、合理、开放的国际新 

秩序的历史使命。 

 

 

中国外交研究的新机遇 
陈玉刚 

  国际观察，2010 年第 1 期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参与国际事务的增加，中国外交在新世纪尤

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也由此迎来一个新机

遇。从历史上 看，外交与

实力存在三种 关联关系，

外交与一国的 实力紧密相

联。中国外交的 方向也随着

我国发展强盛 以及国际体

系和国际环境 的变化而发

生了较大的转 向。在新的

国内发展基础 上和新的国

际体系环境中， 对中国外交

研究中的某些 方面进行突

破性的思考。 

 

 

中国崛起到新的经

济高度已经改变了国际

秩序，而且将继续改变国

际秩序。中国正在发生的

巨变超越其他新闻成为

10 年来最受关注的新闻

事件并不令人惊讶。 

——“全球语言监

测”机构主席保罗·裴雅克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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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欧洲政治 
陈玉刚、陈晓翌、左克文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5 月 

 

《全球化时代的欧洲政治》超越了陈旧的西欧与东欧划分模式，专注于欧洲

不断发展的一体化，以及全球化对欧洲各国和欧洲整个地区的影响。基于最新的

资料以及当代比较政治的前沿

研究成果，该书讨论了影响当今

欧洲的各种问题。欧洲在过去为

其他国家指明了道路，欧洲国家

应对新的全球时代出现的各种

问题的方法，也为其他国家今后

处理同样的问题提供了参考模

式。 

《全球化时代的欧洲政治》

用四章介绍主要国家——英国、

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三章介绍

三个地区一北欧、南欧和中东

欧，最后一章介绍欧洲联盟的政治历史、文化和未来前景。每一章都按同样的核

心主题对各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系统的

分析，这既是典型的比较方法，也最大限

度地满足了课程设计和重点强调方面对

灵活性的要求。这些核心主题包括历史和

政治文化、人口和阶级结构、政治制度、

政策制定，对其他一些新的挑战的讨论也

在这样一个整体框架下贯穿了全书，如本

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毒品、恐怖主义、移

民、环境以及通过大众媒体反映出来的全

球文化的发展等。 

  由于中译本时间上要晚了几年，该书

主编还应译者要求写了专门的附录，把此

书英文版出版后的一些最新发展作了一

个整体上的梳理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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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关系与全球秩序浅议 

陈玉刚 

  外交评论，2010 年第 1 期 

 

当前的国际关系实际上包含了国际关系和全球关系两种关系，它们相互联

系，但各有特点和机理，用国际

关系的方法无法解决全球关系的

问题。全球关系时事国际关系的

新发展，它指向全球秩序的创建。

由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具备

对全球关系的的整合能力，因此

各种全球秩序思想不断被提出，

并为主导全球秩序的形成而竞

争。在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全球关系的重要性正在超越国际关系，我

们应尽早确立全球秩序的情怀、目标和战略，贡献我们的全球秩序思想。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 

的中美欧三边关系 

薄燕 

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 第 4 期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欧既

是最引人关注的责任方，也是重要的利

益攸关方，还是全球治理制度的关键建

设者，这些构成了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基

本要素。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不断

推进，中美欧三边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

的演变，分别表现出欧美合作高于中美

合作和中欧合作、中欧合作超过中美合

作、“浪漫三角共处”、美中联手使欧盟

被边缘化等不同关系形态，并揭示出其

总体的合作性、局部问题上的竞争性以

及动态变化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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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空间的认知、竞争与合作 
沈逸 

外交评论，2010 年第 4 期 

 

自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以来，以“黑客袭击”与“信息自由流动”为标签的网

络安全政策，逐渐成为美国战略

框架中的新问题。在奥巴马政府

任期内，随着美国国家信息安全

战略的调整，所谓应对来自“中

国黑客威胁”日益影响中美战略

互信。美国信息安全战略的调

“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以及国务

卿希拉里推进“互联网自由”的

讲话，都表明网络安全关系正在成为影响中美战略关系框架的重要变量。 

 

 

区域性公共产品：从理论到实践 
张建新、黄河、杨国庆 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4 月 

 

该书第一部分讨论概念框架，即如何理解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够提高援

助的有效性和国内发展绩效。区域性开发银

行的历史视角及其战略与项目的演化提示了

发展援助如何能够在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中

扮演重要角色。第二部分检视一些有代表性

的专题，包括贸易与一体化、基础设施发展、

经济政策协调、卫生与环境的保护以及知识

的生产等。这些章节勾画出区域性公共产品

最可能对单个国家提供积极的发展绩效的贡

献。最后一部分描述了有助于产生区域性公

共产品的发展援助项目。该书旨在拓宽对于

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与实践问题的讨

论，以此支持改善区域发展援助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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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系 
 

 

政党制度与中国民主： 

           基于政治学的考察 
林尚立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 

中国的政党制度源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

据中国政党制度与中国民主成长的互动关系，中国的政党制度建设只有有效地嵌

入国家制度体系，并融为一体，人民民主才能得到巩固与发展；同时，政党制度

才能适应国家制度体系运行的内在要求而获得充分的保障与巩固，而政治协商是

国家、政党互动的桥梁。 

 

 Independent Candidates in China’s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 typology 

何俊志 

Journal of Cotemporary China，2 March 2010 

Previous studies of China’s local people’s congress (LPC) elections 

have been preoccupied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election law, the 

operation of that law, the control mechanism of loca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ommittees in the electoral process, electorates and 

selectorates, and the voting behavior in China’s limited-choice election. 

Less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emergence and implications 

of independent candidates in this electoral setting. Based on interviews, 

document analysis and observation, this paper defines the independent 

candidate, classifies them into four types, and describes the campaign 

process and specific outcomes in China’s LPC election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candidates forms a 

realistic power locus in China’s LPC elections, and to a large extent 

provides a functional substitution of opposition parties for exploring 

the chang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 without opposition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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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教育、环境运动与国家战略 
熊易寒 

绿叶，2010 年第 3 期 

 

生产污染的治理关键 在于政府监管，公共权力与

市场激励机制的结合可以 比较有效地解决污染的外部

性问题；生活垃圾的处理关 键在于环保教育，分散的家

庭和办公室难于监管，更宜 通过个人自律来解决；政策

导向的转变关键在于环境 运动，公民社会永远是推动

改革的清新力量；而国家战 略则扮演了一个统领全局的

角色，它既立足民意，又着 眼与未来，将国家、社会和

市场的力量整合在一起。 

 

试论当代社会思潮影响

的内在方式 

邱柏生 

人大复印资料，2010 年第 3 期 

 

当代社会思潮影响的内在方

式既表现为社会思潮的影响特

点，又直接表现为影响机制。当

代社会思潮的影响特点主要指影

响对象的模糊选择和明确指导、

影响的交叉重叠性、影响方式的

复杂性和影响周期的压缩和速率

的提升。当代社会思潮影响的内

在方是主要有：通过社会时尚进

行传播扩散、通过社会比较产生

比较效应、通过社会经验的佐证

或商业宣传的支撑作用以及通过

生活方式加深影响等。 

试论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

建设的主要任务 

邱柏生 

思想教育研究，2010 年第 4 期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大范围学科布

点以来，学科建设的成绩日益显现，

但学科建设依然任重道远。这就有必

要时常关注与讨论学科建设问题。思

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

是：加强科学研究，不断凝练研究方

向和形成专门研究；明晰专业培养目

标，细化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三

个层次学生的培养要求；注重课程建

设，优化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

教学质量；强化队伍建设，抓好思想

政治理论课师资、专业课师资和辅导

员队伍的偕同建设。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科研简报》第 26 期 

 
1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长与国家形态的更新 

刘建军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0 年第 2 期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包含着中国

共产党探索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想。人大制度是在近代制度变迁的

基础上，通过吸纳西方代议制度的某些要素，又经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探索最终

得以确立的。人大制度是区别于西方代议制度和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新制度。这

一新制度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和依法

治国的统一提供

了现代框架和实

现通道。可以预

见，人大制度的有

效运转和准确的

功能定位是决定

中国国家建设的

基础要素之一。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之比较 

刘建军 

学习论坛， 2010 年 4 月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

不仅存在着阶级性差异，也存在着功能性差异、

地位性差异以及程序性差异。这些差异证明任何

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特定国

家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相对于西

方国家议会作为抵制行政蚕食的“黄昏机构”而

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

地位将越来越重要，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

提供的各种资源，将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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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系 
 

 

  组织结构的领导学含义 

 竺乾威 

  领导科学，2010 年 2 月中 

 

组织结构对于组织功能的行使和领导人作用的发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传

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就是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来判断和评价组织活动的效率的。简单

的说，一个结构不良的组织，比如指挥系统紊乱、职能过多交叉、上下层次过多、

职责不清等，不可能是有效率的组织。组织结构的设计依赖与对组织的理解，这

一理解一般有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之分，出于不同的考虑设计的组织结构是不一

样的，而这种不同的结果形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领导人的行为方式。 

 

 

 

 

 

 

 

 

 

 

 

 

 

供方战略与需方战略： 

西方国家住房政策的选择 

竺乾威 

公共行政评论，2010 年第 2 期 

论文分析和探讨了西方国

家住房政策上的两种选择基本

选择，指出这些国家住房政策的

选择发生了一个从供方战略向

需方战略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

简 略 地 探 讨 了 西 方 国 家

住房政策对我们的启示。 

 

官僚化、去官僚化及其平衡：

对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一种解读 

竺乾威 

中国行政管理，2010 年第 4 期 

 

可以把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

的改革理解为从两个不同方面对传统

公共行政官僚化的一种纠正，但这一纠

正都产生了一种去官僚化的结果和倾

向。这导致整体性治理对去官僚化的再

纠正。西方公共行政改革似乎以一种

“之”字形的方式前行。官僚制的内在

张力决定了在官僚化和去官僚化两者

之间取得平衡的难度，但它不妨碍每次

改革后所取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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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Policy Processe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Mainland China 

李瑞昌、竺乾威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ublic policy processes are ofen 

semicryptic,semiclosed and semidemocratic processes.Public policy 

making has tended to be highly arbitrary,though these processes 

increasingly follow more standardized or predictable ways.The situation 

has turned for the bett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2003,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CP) put forward the idea 

“scientific outlook of development” to shape China’s public policy 

processes.China’s agencies and departm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re shifting their focus from decision making to 

implementation,thereby helping to further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resolv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policies.This chapter describ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ublic policy processes,including recent 

efforts to increase public participation. 

 

后危机时代建设防御型政府的悖论与误区 
李瑞昌 

理论与改革，2010 年第 3 期 

深受危机冲击之苦的各国纷纷构建防御型政府，中国亦不例外。而反思后危

机时代防御型政府建设的三种路径：预案路径、组织路径和技术路径，可以发现

现实主义和 理想主义观念

的 内 在 不 足。同时，也

可以发现阻 碍政府防御体

系建设的悖 论，如危机管

理预案内在 悖论、应急管

理制度外在 悖论、危机管

理活动象征 意义与实际行

为的对立及 官僚文化与风

险文化共存 的悖论。破解

悖论也必然导致产生新的悖论，因此，借助于在官僚体系植入风险文化、构建公

民和官员的文化意识是缓解悖论，构建防御型政府的文化之基。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科研简报》第 26 期 

 
14 

共识生产：公共治理中的知识民主 

李瑞昌 

学术月刊，2010 年第 5 期 

公共治理是将分散个体通过协调机制生产出某种共识而结成集体行动。权

威、交换和互惠是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三种公共治理形式的基本媒介；

代议制民主、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也是三种公共治理的基本机制。随着科学技术

作为公共治理议题以及政策制定依据急剧增多，媒体在科学技术等知识传播中的

角色与功能出现分化和嬗变，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需要在政治体系、知

识共同体、媒体和公众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共识。这种共识相处的过程，实际上就

是知识民主与治理过程。知识民主与治理成为继科层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

之后的第四种公共治理形式，并在实践过程中生成了包括领域内、领域间与跨领

域组成的多轨道治理结构，以及包含了科技治理、科普治理、分离治理和跨域治

理的四种知识治理类型。 

 

全球视野下的公共服务民营化 
乂敬 嘉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3 月 2 日 

公共服务民营化是对政府具有最终供给责任的公共服务，通过合同外包等手

段，将服务生产过程从政府部门转移到非政府部门组织，包括企业和非盈利性组

织等。服务民营化中，政府主要承担买者的角色，并对服务进行不同程度的界定、

监督、控制和评估。民营化将非政府的第三方引入到公共服务治理结构中，以结

合和放大政府通过民主政治过程确定的公共偏好和获取资源的优势及市场或社

会组织因其专属资源而具有的生产服务的优势，实现公共目的与私人手段的优势

互补。 

 

“官效工资”政策的逻辑：合理但不正当 

林挺进 

社会观察，2010 年第 4 期 

“官效工资”是批评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中不正之风的网络流行语。

官效工资问题的要害不是行政人员应不应该比教学人员多拿奖励性绩效工资或

者行政人员凭什么要比教学人员多拿奖励性绩效工资，而是行政人员在事实上如

何拿到了本应该属于教学人员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前者是“应然”的问题，答案

在相关的中央文件中早有规定；后者是“实然”问题，对此做出的回答实际上就

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因而也就为问题的解决厘清了政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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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and Contex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Mainland China 

乂敬 嘉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East Asia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on,stretching over 

several millennia.this chapter presents a macrolevel overview of China’s 

administra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us,whichi began with 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late 1970s.This 

chapter examins many contemporary issu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and shows how they are affected by past and present 

contexts,including fundamental values,past lessons,and political 

realities.Overall,this chapter shows China’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a giant system with political,economic,demographic,and cultural 

dimensions(some highly unique)that is incrementally and steadily 

shifting toward modernization. 

 

当代中国腐败治理策略中的“清理”行动： 

以 H 市纪检监察机构为各案（1981—2004） 

李辉 

公共行政评论，2010 年第 2 期 

论文的研究对 象为一个地方纪检监

察机构在过去 20 多年中的腐败治理策

略，以其中的“清 理”行动为切入点，

尝试梳理清理行动 的动态过程，并将其

概念化为“运动式 强制”，总结其作为一

种腐败治理行为的 特点、功能和局限性。

论文旨在回答长久 以来困扰中国腐败研

究领域中的一个问 题，即为何国家目前 

在腐败治理过程中 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

和资源，而腐败的治理效应却一再遇到“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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