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科 研 简 报 
    2010年第 5期（总第 28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编                  2011 年 1 月 10 日 

 

本 期 导 读 

 

★ 特别报道 

 

★ 成果简介·专著 

★ 成果简介·论文 

国际政治系（p7）·政治学系（p12）·公共行政系（p18）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科研简报》第 28 期 

 
2 

★ 成果简介·专著 

 

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 

潘忠歧、孙霞、胡勇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1 月版 

  

《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提出的观点是，自去殖民化以来，安

全的各种地区模式在国际政治中已经变得

更为显著。两位作者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

究的传统出发，运用可操作性的地区安全理

论对整个国际体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各章分

别涉及非洲、巴尔干地区、欧洲独联体地区、

欧洲欧盟地区、东亚、中东、北美、南美和

南亚。该书讨论的焦点是冷战后时代，但对

于每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起源和发展历史

也进行了追溯。作者将安全的地区态势同当

下有关全球权力结构的辩论联系起来，对冷

战后时代的国际安全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解

释，既避免了世界单极论的极端简化倾向，

又避免了全球主义者世界新无序论的极端

去领土化倾向。两位作者的分析框架为我们展现了世界不同地区异彩纷呈的安

全态势，并进行不同维度的比较。 

 

 

中国の体制移行と発展の政治経済学 

陈云 

東京多賀出版   2010 年 8月 

 

    1949 年、毛沢東は新しい社会主義中国の建国に着手した。「現代国家」への

挑戦がはじまったのである。その後、中国が国際社会から注目を浴びる出来事は

数多く存在している。だが、直近の数年間ほど中国が国際社会の最重要なプレイ

ヤーとして着目されたことはなかった。中国を正しく理解することの重要性が明らか

に格段に増している。本書は、中国を理解するための枠組みの提示を試みたもの

である。それは、中国式開発モデルであり、指導者と民衆、中央と地方、国有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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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の間に繰り広げられる諸現象を記述し適切に分析する枠組みを意味している。

また同時に、国際社会

において大きな存在を

標すこととなった中国

は、国際関係等外的諸

要因を開発モデルの不

可欠な構成要素として

導入する必要があり、

様々な「外圧」への対

処を迫られることとなっ

た。中国を取り巻く国

際関係を理解する適切

な枠組みの提示が、本

書のもうひとつの目的

である。そうした諸目的

のもとに、本書は、中

国式開発モデルを観察するに際して、中国全体の体制的特徴に由来する「一般性」

のみでなく、様々な地域の具体的実践から見出せる「特殊性」を重視するというスタ

ンスにもとづいて編まれている。本書をとおして読者は、過度に楽観的な中国台頭

論も過度に悲観的な中国崩壊論もはなはだ危険であること、そして改良主義の価

値を取り戻し自己救済の道を歩みはじめた中国の今後を、より冷静にそしてより客

観的に観察する道標を手に入れ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るだろう。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刘建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8月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是驱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思想资源，其变迁如镜子

般映照着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代政治思潮的变迁，虽然从表面上看相当杂

乱，但是，其变迁的逻辑根源于社会经济的变动，根源于对中国现代化的反应及

其要求之中。与此同时，政治思潮的变动又刺激了政治发展战略的选择。因此，

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作为学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著作，在政治学的视野

之中，揭示了政治思潮变迁的线路与逻辑，剖析了各种思潮的政治立场与实践指

向，总结了各种思潮介入机制的实现线路和政治定位。本书既是对中国过去三十

年政治记忆的激活，也是对未来中国政治变迁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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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政治学的角度，在吸收哲学、文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资源的基

础上，深入阐述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产生的

外在条件、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关注的主

题。本书要回答的问题是：（1）当代中国

政治思潮与近现代政治思潮有何异同？（2）

为什么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经历了从二元对

立到多元并立的格局转换？（3）作为政治

思潮生产着与传播者的知识群体与中国传

统知识阶层和西方知识分子相比具有怎样

的当代特质？ 

    本书认为政治思潮的多元并存与市场

化导致的知识群体的分化密切相关，提出当

代中国政治思潮实际上体现为三重面向：作

为颠覆力量的政治思潮，作为重构力量的政

治思潮以及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 

 

 

开放与和谐——美国民间非盈利组织与政府关系研究 

扶松茂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8月 

 

本书试图阐明民间非营利组织与政府

关系的发展、运作是建基于公共领域结构转

型和话语政治兴起之上的；并从新型社会结

构和民主宪政制度的层面论证了这种关系运

作的必要性，进而推演出两者关系运作的基

本内涵。通过对一些基本理论概念的梳理和

阐释，本书就美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

系的历史变革、制度规范和发展趋势进行了

分析和研究。本书从多学科的角度对民间非

营利组织及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

讨，提出了若干自己的思考和见解。针对民

间非营利组织的概念混乱，本书导入产权经

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根本

特性；以人的社会存在和自由为基础探讨了

民间非营利组织产生和存在的现实性；本书强调指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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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政治，为民间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兴起和运作，提供了制度空间和基础。 

 

 

Prison Privatization: A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Magnitude 

敬乂嘉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10) 

 

  This book presents research on prison privatization in the US, with a focus on state prison 

privatization. The basic thrust is to research the 

privatization of a governmental function that is 

traditionally treated as a core function and involves 

the use of force. Specifically, the author researched 

the basic drives of prison privatization and the 

variation of the magnitude of state prison 

privatization among the 50 US states. The basic 

idea i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and 

pragmatic factors to make sure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the privatization of imprisonment, and 

further, of core governmental functions. The 

author's general argument is that prison 

privatization was pushed forward by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 Pragmatic and economic 

concerns or demands are derived from the political 

changes and are of secondary but still direct importance. This book has a detailed exploration of the 

whole picture of prison privatization, with rich data and analysis.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前沿：2010 

林尚立、肖存良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0月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全而总结 2009年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发展状况的研究专

著。本研究报告从统一战线的时代使命、统一战线与党的执政、统一战线与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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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统一战线与阶层关系、统一战线与海

内外同胞关系、统一战线与宗教关系、统一

战线与优化中国国际环境等八个方面，详细

介绍了 2009年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状况，概述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理沦研究

成果和典型的创新实践，研究框架全新，视

野开阔，重点突出，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研究不仅要告诉人们一年来统一

战线的发展成就，而且要使人们认识到统一

战线不是虚幻的政治任务，而是实实在在地

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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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论文 

 

国际政治系 
 

 

从“随势”到“谋势”——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

战略思考 

潘忠歧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 年第 2期 

 

中国经过 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实现阶段性和平发

展。随势而不逆势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最重

要的历史经验。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尽管给中国和平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

战，但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明显加快

的多极化进程、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上升

和国际社会“中国观”的理性化，却使中国

处于相对得势地位，从而成为中国续写和平

发展篇章的重要历史机遇。为进一步推进和平发展，打造世界级强国，加深外部

世界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认同和适应，中国应该善于乘势和用势，并从经济增长、

战略地位、国际影响和国家形象等方面积极造势和谋势，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

更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将战略重点从“务实”过渡到“务势”。 

 

欧洲智库的最新发展及其对华研究 

潘忠歧 

现代国际关系 2010 年第 10 期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动下，欧洲智库在数量和影响上正发生某种历史性变

革。其中，专业智库处于影响政府决策的第一线，多以研究欧盟事务和影响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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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为使命，在对华研究方面主要聚焦中国崛起的影响、欧盟对华战略选择、

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及具体的双边问题等。大学智库则注重学理性研究，投入研究

精力最大的领域当属欧盟一体化进程和近邻政策，以对中国为对象的研究中心和

研究项目近年也在欧洲大学不断涌现。《里斯本条约》的正式生效将为欧洲专业

和大学智库的发展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其研究领域呈明显的欧盟化趋势，研

究重点逐步由欧盟内在一体化转向欧盟外在国际化，中国问题和中欧关系将进一

步成为欧洲智库的研究主题。 

 

与“口号型”文章决裂！ 

唐世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年 12月 23 日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贡献新的知识。而新的知识不外乎以下几

种：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社会事实；提供对一个（新

的）事实的新的理论解释（包括对现有理论进行

深入、系统的批判，且有重新建构）；告诉我们

看待社会事实的新视角/范式并且展示这种视角

／范式的力量；提出一个深刻的新问题。如果一

篇文章不能够满足这四点中的至少一点，就不是好的研究文章。不幸的是，在我

们相当多的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上，仍旧充斥着 “口号型”、“标签型”以及

“伪装成知识型”等貌似严肃，却并不提供任何新的知识的文章。中国的社会科

学要有大的进步，要为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必须与这类文章

彻底决裂。 

 

The Positional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唐世平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10 Vol. XLIV, No.4 

 

In addition to the material market, there is also a positional market in human society. The 

channel of social mobility---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regulate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performance in the positional market---is a critical dimension of the overall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it underpins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in the pos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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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centive structures in the material market and 

those in the positional market sheds new lights upon economic history and some of the on-going 

“natural experime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oday. Most importantl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sitional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makes it clear that states should 

strive to eliminate 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because 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is not only 

morally unjust but also economically costly. 

 

试析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的战略调整及中国周边安全

态势的变化 

陈玉刚 

中国战略观察  2010 年 9月 28日 

 

2009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内政外交上可

谓力挽狂澜，改变原来小布什政府的许多做法。在内

政上，譬如奥巴马政府不惜冒分裂美国的危险，力推

医改。在外交上，奥巴马政府力挽美国形象，改变小

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也调整了小布什政府的不少全

球战略部署。本文意欲在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

特别是东亚战略变动的背景下，审视我国周边安全态

势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并对安

全形势的发展作初步格局上的判断和分析。 

 

区域合作的国际道义和大国责任 

陈玉刚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 年第 8期 

 

区域主义存在国际道义问题。以往的区域一体化研究关注区域内部建设的道

义准则，却忽视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对世界政治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区域内部

政治中的大国霸权问题。区域一体化实践的初衷是要超越主权国家体系存在的先

天不足，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却呈现出另一种发展趋势，即建立一个超级国家。区

域主义由此面临超国家主义和超级国家主义之分野，超国家主义是对主权国际体

系的改进，而超级国家主义则可能重新掉落进主权范式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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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军控：新的挑战和美国的责任 

朱明权 

美国问题研究  2010 年 1月 

    从 2009年下半年开始，国际核军控走出了“僵持的 10年”，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显示出了新的活力。未来将面临着 4项任务，即核不扩散、核裁军、和

平利用核能和核 安全。前 3项早

就在核不扩散条 约中得到了规

定，但是在新时 期又都被赋予了

新的内涵。核安 全则是新的形势

导致的一项新任 务。这些任务相

互交织，密不可 分，对国际社会

造成了两个突出 的挑战：一是在

促进核能和平使 用的同时加强核

安全；二是在推 动核不扩散努力

的同时逐步实现一个无核世界。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

级大国，美国具有不可推卸的特殊责任，应当发挥与自己国际地位相称的积极作

用。 

 

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 

——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 

樊勇明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 年第 1 期 

 

    区域性公共产品概念是对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继承和发展。深化对区域性

公共产品的理论建构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新热点之一。经济学中的公共产

品理论与地区主义的五阶段说和功能主义的“溢出”说相融合，为传统的区域

合作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公共产品消费中“非排他性”和“非竞争

性”的特征为选取区域合作的内容设定了较为客观的标准。公共产品理论的成

本—收益分析则从经济学的角度较为科学地说明了驱动有关国家开展区域合作

的内在动力。此外，公共产品理论中有关外部性的论述还可以解决域外大国参

与区域合作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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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与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 

黄河 赵仁康 

外交评论  2010 年 10月第 5 期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架构下，欧美发达国家倡导低碳经济模式有其特

殊的战略利益诉求，意在通过低碳经济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经

济增长和贸易发展设置新的障碍。鉴于长期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和变化的特

点，低碳经济的发展势必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主要体现在：新贸易壁垒涵

盖的领域不断延伸，霸权国家在国际贸易非歧视和无条件互惠原则上出现退缩，

WTO的规则框架将由环境保护所主导。这必然对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带来严峻的挑

战，需要中国积极应对。 

 

城邦、城市国家体系同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比较  

陈玉聃 

国际观察 2010 年第 6期 

 

国际关系学者通常将古希腊城邦体系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国际体系

视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前身。本文从超体系、体系和单位的层面对这三个体系

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之间尽管有相似之处，却存在着重要区别，仅仅用现代世

界的视角去观察前两个历史时代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错误。承认并理解这种区别，

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历史事实，并更准确地把握古代思想家的理念，从而避

免对历史随意应用和对古代思想的简单解释，对于批判和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

一定的意义。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国际正义观 

陈玉聃 

国际论坛 2010 年第 6期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正义问题并不如权力、制度等问题一样受到关注，

它似乎更多地出现在国际法学家和哲学家的视野中。相应地，国际关系学者对修

昔底德正义观的解读也往往失之于简单片面。本文试图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中所表现出的国际正义观作一较为深入的分析，尤其针对正义的由来、正义的内

涵以及权力与正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考察，以期能带来一些别样的思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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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系 

阶级、所有制与政党：国有企业党建的政治学分析 

林尚立 

天津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产物，在实践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时，体

现着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结构的重要支撑力量。党对

国有企业的领导，既关系到党自身的领导与执政，也关系到国家制度的巩固与发

展。因而，国有企业、党的领导与国家制度建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政治逻辑，它

要求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关键不在于控制国有企业，而在于有效推动国有企业

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国有企业的组织形态与管理形态发生了深刻

变化。这就要求党在新的形势下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必须在战略定位和策略选择

上走出既定模式，实现全面创新，从而使党的领导真正成为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

组织资源与政治资源。 

 

 

基层民主：国家建构民主的中国实践 

林尚立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 年第 4 期 

 

现代化发展必然形成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社会的分化；二是国家的一体化。

社会的分化是现代 化的内在动力，而

国家的一体化是现 代化的基本保障。

因而，任何国家的 现代化发展都将面

临一个基本难题： 如何将社会分化和

国家一体化有机统 一起来，并产生良

性互动。解决这个 难题的方法不外两

种：一是用制度来 容纳分化并巩固一

体化，如国家的宪 法体系；二是用机

制来平衡分化与一 体化之间所可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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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如有序的公民参与等。 

中国式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多元一体与多样共存是其内在的特性。改革开

放后，现代化发展所催发的社会分化和资源流动，大大深化了中国社会的多元性、

多样性和复杂性。要维持这样的社会发展，保持其稳定和协调，不仅需要国家拥

有强大的制度供给能力，以满足社会发展对民主和法治的需求，而且需要国家开

发必要的机制以协调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平衡社会分化中的权力关系以及一体化

中多元利益关系。为此，国家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与法

治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是民主建设的重要建构者。基层民主则成为国家推

动和建构民主的重要战略平台。本文将以基层民主为对象，考察中国民主化进程

中国家建构民主的实践及其现实效应。 

 

 

中国政党制度的前景及其对中国民主成长的意义 

林尚立 

新华文摘 2010 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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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政党制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变化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必然发

生变化与发展。这种变化和发展

将直接决定中国政党制度的自

我完善及其与中国整个社会政

治体系之间的关系，而中国政党

制度的发展将对中国的民主发

展产生深刻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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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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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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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比较思想史

的理论视角 

郭定平 

学习论坛 2010 年第 10 期 

 

任何伟大的理论均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

的普遍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它具

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具有适应中国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作

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伟大的科学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而

且必然具有普遍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人类的全面发展与彻底解放具

有普遍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坚持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有助于我们大

胆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有助于不断总结和提炼

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有助于开展中外交流与和平对话，有助于推动中国

的和谐发展与世界的和平发展。 

 

Political Identity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郭定平 

East Asian Review  2010 Volume 13 

 

Remark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past 

decade after East Asia experienced miraculous rapid growth in the period from 1960s to the 

1980s and launched a political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democracy in the 

1980s-1990s.Based on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transition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East Asia has expanded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raised it global 

statu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gress and problems in promot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by comparing political identitie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among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areas, using data from the past decade, including the 2000 Asia-Europe Survey, the 

Eurobarometer, and the AsiaBarometer. It will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four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will be reviewed, for 

example,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political leadership, cultural exchan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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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building and I will provide a new approach from a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identity. 

In the second part, I will analyze the national identity in East Asia. The third part will be 

devote to discussing regional identity and deepening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by introducing 

a number of survey results. Finally, the author will discuss the problem and prospec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in light of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tical identity.    

 

    

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信任的法治基础 

刘建军 

文史哲  2010 年第 4期 

 

持久性的政治信任不是建立在政治交易和偏好满足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

法治的基础之上。社会转型时期往往失政治不

信任滋生的时期。中国政治信任的重建取决于

以下三重策略：一是把社会冲突纳入到法治化

的轨道上来予以化解，即要实现“以礼入法”

向“以法入礼”的转变；二是在法治形态还未

完全确立的前提下，力求在现有制度框架中实

现人治和法治的结合，逐步确立现代意义的法

治国家形态；三是跳出政府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的两级对立格局，在重构政

府和重构社会的双重理性化进程中，维持总体的正义。 

 

 

新型精英与使命政治：共产党执政体系的干部制度基础 

刘建军 

探索与争鸣  2010 年第 11 期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孕育出来的干部精英群体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特性。这一新

型干部精英群体所承载的使命，使其与古代中国的知识精英、西方国家权贵化精

英以及国民党政权中的保守精英区别开来。共产党的现代追求与制度设计、干部

精英群体自身的使命感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构成了使命政治得以孕生

的动力系统。其中，共产党所提供的价值动力、制度动力和净化动力是最为重要

的。干部制度由此成为共产党执政体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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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的结合：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的

生长机制 

何俊志 

南京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9期 

 

历经 10年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前的

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对“民主恳谈会”这一治理创新形式的过程描述、功能解释、

意义阐发和对策研究。本文试图以政府文件、先前的研究成果、媒体报道和新近

的访谈资料为基础，从“为什么是温岭”和“为什么是民主恳谈会”这两个角度，

初步探索温岭“民主恳谈会”的生长机制。文章提出，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的

相互结合，既是理解温岭“民主恳谈会”整体发展的一条核心线索，又是解释温

岭内部的差异性模式的重要变量。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下的下一步发展，同

样取决于来自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方面的新的动力。 

 

 

  双向强化的乡镇负债模式：对上海郊区 92 个负债乡镇的

统计分析 

何俊志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0 年第 4 期 

 

虽然中国的《预算法》明确规定了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和不列赤字的原则，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财政体制的变迁，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日益浮

出水面，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事实。而且，这种债务状况的严重程度，已经被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组认为“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中国经济

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对于各级地方政府的具体

负债来源及其规模，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公开的数据。例如，仅仅对于基层的乡

村债务，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在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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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对中国的乡村债务做过统计，因此对乡村两级债务总额目前尚未有完整的统计

体系和统计结论”。 

在这种背景下，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乡镇负债规模与来源的研究，主要是零

星的以案例的形式在分别进行，仍然难以形成一幅总体画面。令人欣喜的是，从

这些分别进行的案例研究和以地区为基础的统计分析中，已经产生出一些颇有说

服力的解释模式。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乡镇负债有关的文献梳理，讨论现有研究的贡

献与不足，并探索性地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方向；然后，通过对上海郊区 92 个负

债乡镇 2008 年负债状况的截面数据的统计，在经验层面上尝试性提出一种解释

现有负债来源的基本模式。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在沿海发达乡镇，工业增长是

GDP增长的主要来源，对于投资所形成的负债虽然推动了 GDP的增长，但是会由

此带来因 GDP增长而增加的教育、科技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刚性支出的增长，而

刚性投资的增长，又会反过来强化乡镇以负债的形式投资于工业增长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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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共产党执政体系的制度基础 

唐亚林 

探索与争鸣  2010 年第 10 期 

 

创建制衡人的主体行为和激发人的创造活力的制度体系，是人类社会几千年

来生生不息的追求。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创始人提出了创建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新型制度体系之构想，并对其

实现机制的基本原则作了粗略而简要的勾勒。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尽管提

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理论，但并未在制度化层面有效定位无产阶级政党、苏维

埃政权机关与社会团体等主体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必然在实践中遭遇发展困境。

中国共产党逐步建构起来的党治民治法治三合一体系即共产党执政体系，其根本

的制度基础内在统一于“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控”的马克思主义

权力观之中，其有效运作尚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对实现机制的认识。 

 

 

论坚持人民政协独特的组织属性 

浦兴祖 

《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 上海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 2009 年度论文集 

    人民政协走过了 60 年辉煌而曲折的历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义，今

后人民政协的前行更需要也更可能自觉遵循政协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所谓“科

学”，就是要发现规律、认识规律、遵循规律。所谓“科学发展”，就是要遵循客

观规律去发展。为此，首先应当从人民政协形成的源头切入，结合 60 年丰富的

实际资料进一步探究政协发展的规律。这些规律会表现出政协发展的各个方面。

本文则着重就人民政协的组织属性展开分析，虽未直接得出有关规律的结论，但

或能从一个方面为探究政协发展规律提供些许不尽成熟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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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写票制的价值如何实现 

浦兴祖 

北京日报 2010 年第 5 月 31 日 

 

今年修改后的选举法，在原有规定人大代表的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

方法”之后，增加规定“选举时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这意味着选举人大代表

的秘密写票制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不难理解，

这是规范选举人大代表“如何写票”这一细节的

一项微观制度。人大代表制度事关我国人民如何

行使国家权力，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

层面的宏观制度，但它离不开一系列中观制度，

诸如事关人民如何选择代表的选举制度的呢个；

而选举制度又离不开一系列的微观制度，诸如事

关选举人如何写票、如何投票等制度。可以说，

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一些制

度细节的改进体现出来的。 

修改后的选举法只规定了“应当设有秘密写

票处”，而没有规定所有的选举人必须进入秘密写票处写票。这就可能出现“进”

与“不进”的两难尴尬，导致秘密写票处形同虚设。“制度”如果不能实现价值、

体现实质，那只会成为制度泡影；“形式”如果不能实现价值、体现实质，那只

会倒向形式主义。当所有选举人依法进入秘密写票处写票时，秘密写票制的价值

将有望实现。 

 

 

国家的进步与学科的成长 

竺乾威 

中国行政管理  2010 年第 8期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没有哪一门学科（经济学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像公

共管理学一样与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结合得如此紧密，没有哪一门学科像公共管理

学一样获得了如此快速的成长。公共管理学自改革开放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其每一步的前行都记录了这个国家进步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国家

的进步与学科的成长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展示了新时期的一幅灿烂绚丽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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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的形态与前景：一项比较研究 

傅金鹏 陈晓原 

南京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7 期 

 

当前，我国地方党政机构实行的“大部制”主要有三种典型形态: 职能统合

型、规划协调型和党政合署型。尽管遵循整体主义这一共同的逻辑, 三种“大部

制”形态在形成背景、优势、局限和适用范围等方面却各不相同。“大部制”改

革应走一条结合的道路: 以职能统合型“大部制”为主要形态, 规划协调型“大

部制”为补充形态, 党政合署型“大部制”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存在的合理性。 

 

网络参与与政府治理创新之思考 

顾丽梅 

中国行政管理 2010 年第 7期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参与对政府治理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

挑战。本文通过剖析网络对于治理的不同形式和不同方面的影响，揭示了网络参

与、民主行政与治理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理论假设是网络参与推动了政

府治理理念、治理角色与治理方式的转变，会推动治理创新与行政民主，同时，

网络参与也有负面的作用，如表现为“网络暴政”与“群体性事件”等。 

 

美国政府与民间非盈利组织之间的制度规范研究 

  扶松茂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0 年第 5 期  

 

制度规范是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美国政府与民间非盈利组织之

间关系的规范化可以从制度规范的不同类型来研究。这种制度规范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即政府对民间非盈利组织的法律规范和鼓励制度。美国政府对民间非盈

利组织的规范管理十分复杂，但其主要目标有二：一是维护民间非盈利组织发展

的制度环境，监控非盈利组织及其管理者依照组织宗旨和目标开展活动，保证其

将各种资产用于公益事业；另一方面是为民间非盈利组织提供优惠政策和资金支

持，推动和鼓励这类组织的成长与发展，使其发挥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功能。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科研简报》第 28 期 

 
21 

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模式 

——基于不确定性和系统性的实证研究 

  董静 苟燕楠 郭强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0 年第 3 期  

 

从技术创新活动的组织模式出发，总结出三组共计六种典型的组织模式，即

多元化/剥离化组织模式，粗分化/细分化组织控制，调整型/平行项目组。在从

不确定性和系统性两个维度对企业内部创新活动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构建了创新

类型与组织模式间的匹配关系，并通过问卷调查，以实证方法检验六个匹配假设。

研究表明：当创新活动具有高不确定性和高系统性特征时，多元化组织模式比较

有效；在低不确定性和高系统性条件下，粗分化组织控制和调整型项目组比较有

效； 在高不确定性和低系统性条件下，细分化组织控制比较有效。研究证明，

根据技术创新活动的性质差异来选择相应的组织管理模式，对提高创新绩效有重

要意义。 

 

研发投入与上市公司业绩 

——基于机械设备业和生物医药业的比较研究 

  董静 苟燕楠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 年 10 月第 20期  

 

本文以2003—2007 年在上交所上市的机械设备仪器制造业和医药生物制品

业企业为样本，对研发投入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研

究发现，研发人员投入与机械设备企业业绩的相关性程度和持续性远远大于生物

医药企业；生物医药企业的业绩对研发资金投入的敏感性较强；研发资金投入对

企业业绩作用的滞后性在生物医药行业比较明显。此外，相对于收入增长能力，

研发投入与企业盈利能力和资产运作效率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对企业

优化其研发投入结构、对政府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技术创新鼓励政策具有一定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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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逻辑 

——基于对中国共青团与青年组织社会关系的考察 

郑长忠 

中国青年研究 2010 年第 8期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使公民社会在中国以有别于其他国家的

路径和方式生成，同时也使传统以政党一元化社会整合模式逐渐向政党主导的多

元合作模式转变。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青年化特征，使中国共青团在政党主导的

多元合作模式中承担着重要使命，而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特性与共青团自身的

优势，也为共青团担负起这一使命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中国共青团要将这种可

能转化为现实，并历史性地担负起这一使命，从而为党的可持续领导奠定青年基 

础，还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内在规律，不断推进自身的组织形态创新与发展。 

 

洗礼后的平凡——后世博时代的志愿者行动研究 

郑长忠 

中国青年研究 2010 年第 10 期 

 

由于志愿者行 动发展与市场经

济体制在中国的发 展历程几乎是同

步的，上海世博会所 需要的志愿者规

模和跨越的世界都 是中国志愿者行

动发展史上之最。然 而，在后世博时代

要能够将世博所带 来的成果转化为

志愿者行动发展以 及现代社会发展

的持久动力，就必须遵循后世博时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精神，充分总结世博会期间

志愿者组织和服务中的经验和意义，根据现代社会运行机理来构建以政党为主导

的多元合作的志愿者行动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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