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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报道 

我院两项课题入选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日前，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织专家严格评审，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一般项目评审结果现已公示，我院李辉博士和刘骞博士后入选，其项目名

称分别为“东亚儒家文化圈预防腐败制度的比较研究及启示”和“宗教认同与公

民身份的互动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以穆斯林南下和北上运动为个

案 ”。 

 

我院 5 名教师入选 2010 年度校“金苗”“金穗”项目 

2010年度文科科研推进计划“金苗”、“金穗”项目评审结果已公示，我院 5

名教师榜上有名，项目课题如下： 

“金苗”项目 

   项目名称 申请者 所在学科 

开放环境下的信息技术、权力与国际关系：从“谷歌事件”说起 沈逸 国际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地方纪检监察网络的部门协调机制研究 李辉 政治学 

西方前近代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 陈玉聃 政治学 

 “金穗”项目 

项目名称 申请者 所在学科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研究 洪涛 政治学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研究及对策 黄河 国际问题研究 

 

 

潘忠岐教授入选 2010 年第一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2010 年第一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评审结果已公布，我院潘忠岐教授入选，其项目名称为“冷战后美国的

战略调整与中美安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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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专著 

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 

徐以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版 

  

《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由十二篇关于中国基督教神学和宗教教育史的专

题论文组成，徐以骅教授以教育和宗教的关系为

论述的聚焦点，选取了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

金陵神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中华学生立志传

道运动、中国基督教女子神学教育等有代表性的

个案，显示了中国神学教育的历史面貌及基本特

点，同时对于刘廷芳、赵紫宸等杰出的神学家亦

有专文论述。 

本书是大型丛书“基督教学术文库”的第二

本，作者从神学教育的视角出发，详细论述了对

中国近现代教育贡献甚大的基督教大学及相关杰

出的神学家，对于理解中国近现代教育大有帮助。 

 

 

Transit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China and Central Europe 
陈云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0 年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developing a better framework to correctly recognize which 

direc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will take us has been necessary.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if 

China and Central Europe, in particular, hol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East Asia integration and EU 

enlargement, respectively. This book examines the processes of transit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focusing on China and Central Europe, and seeks to identify a new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with improved outcomes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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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book first analyzes 

several key economic issues concerning transition in 

China and Central Europe; it then examines these issu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inally, it 

considers potential future directions for China, Japan, 

US and EU. It therefore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ongoing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ways to improve 

Sino-Japanese-EU-American- Central Europe economic 

relations. 

 

 

 

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化 

熊易寒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 年 8 月 

 

该书以当代中国城市化浪潮中出现的城市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身份认同这一重要问题为分析

对象，基于政治学理论与田野调查基础，研究这

一主题及其背后所存在的学术问题。 

作者通过对个案的调研发现，农民工子女的

身份认同对于他们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有着至关

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学校、国家、社

会干预是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农

民工子女与政治社会化媒介的互动过程，往往是

围绕身份的确认与否认、斗争与妥协而展开的，

即政治社会化是以身份生产为中心的；通过对于

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的比较研究，发现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成长过程中显

著存在“天花板效应”，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 

本书还讨论了相关命题与概念的适用范围，在超越个案的同时避免过度夸

大结论的解释力，一方面揭示了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深层机制，另一方面

也补充和修正了政治社会化的一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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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简介·论文 

国际政治系 
 

 

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向” 

徐以骅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年 7 月 8 日第五版 

 

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诞生以来，宗教一直是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界所长期忽视、边缘化甚至“放逐”的研究对象。而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

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西方的国际关系科研教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

发生了“宗教觉醒”或“宗教反省”，把宗教因素融入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从而

扩大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这已经开始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尝试和新共

识。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跨学科跨地域实证研究、国际关系学界的“宗

教介入”以及超越描述性个案研究而建立宗教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影响国际事务

的理论框架，应是我国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徐以骅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June 2010 

 

Religion plays an increasing explicit role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serves to amplify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politics of many 

countries. Ever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one has seen more or less religious background against 

and dynamics underlying virtually all major international events. Religion has even become kind of a 

resource for rivalry among international actors to be used for kinds of important issues. It can also be 

said that the field of religion has become a “new frontier”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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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宗教和国家安全 

徐以骅 

载晏可佳主编：《中国宗教与宗教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5 月 

 

本章旨在扼要介绍国内关于宗教与国家安全问题研

究领域内的研究现状以及由徐以骅教授主持的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

究》（06JZD0005）和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的部分成果。全章分为三个部分，依次介绍国内研究宗

教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

全的路径和范式，以及从安全化理论和我国现实出发对

宗教实行有限（有选择）安全化的政策建议。 

 

 

宗教公益信托：宗教组织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新模式 

秦倩 

世界宗教文化  2010 年 2 月 1 日 

 

宗教组织与信徒介入和举办各种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宗

教达致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目标之基本途径。但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宗教组织

缺乏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渠道和途径。该文借鉴海外宗教公益信托的经验，拟对

以公益信托方式支援我国宗教界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可行性与优势进行了初步

探讨。 

 

 

Managing the Conceptual Gap on Sovereignty in China–EU Relations 

潘忠岐 

Asia Europe Journal  2010 年 7 月第 8 期 

 

Abstract While, historically, sovereignty is what Europeans invented and what the Chinese 

were forced to accept, today it is what Europeans try to bury and what the Chinese hold dear. A 

conceptual gap on sovereignty clearly exist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which more often than not 

exert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relationship. It breeds misunderstandings and disputes,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reach agreements on many bilateral issues, and complicates China–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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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in third countries. But the conceptual gap on sovereignty does not prevent China and 

Europe from building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Given that strengthening or weaken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means totally different things to 

China and Europe, the two parties should jointly 

and proactively manage their divergence on 

sovereignty issues by mutual avoidance, mutual 

assurance, and mutual accommodation, in order 

to unlock sovereignty-related impasses in 

China–Europe relations.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 Dilemma of Oil Security 

in Resurgent Asia 
张建新 

载"Japan in a Resurgent Asia", Editor G. Balatchandirane   

MANAK Publications Pvt. LTD （论文集） 

 

 It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that over the past decade oil security has become a very 

serious issue in China, Japan, Southern Korea and other East Asian oil import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onflicts among East Asian oil importers will be settled by means of 

intensive cooperation. Firstly, good political relation among big powers is necessary, for 

example, China and Japan have to find a way to settle things that strain their political trust 

for a long time. Second, big powers (including America, China, India. Japan and ASEAN 

countries) should do best to set up international oil security regime in Malacca Strait. 

 

人民币国际化的若干制约因素 

黄河 

现代国际关系 2010 年 7 月 

 

人民币国际化其实是“人民币可兑换”的另一个说法。货币具有三个基本

属性:记账单位、交易手段和价值储藏。人民币目前有可能符合记账单位这个指

标，而在其他两个指标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稳步推进的

过程，这一过程有许多制约因素：一，人民币还不能实现完全的可自由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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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控制着战略资源的定价权；三，中国

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系统；四，中国富人大量

移民转资，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五，人民币

难以突破美元的结构性权力。因此，目前，中

国政府应更多关注推动将人民币用作贸易结算

货币的计划，使中国免受美元体系动荡带来的

冲击 ,减少对美欧贸易依赖。 

 

 

网络安全与中美安全关系中的非传统因素 

沈逸 

国际论坛 2010 年第 4期 

 

无论是 2010年 1月“谷歌‘撤离’大陆”事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互

联网自由”演说，还是美国国防部成立“网络司令部”，都显示了网络安全问题

在中美安全关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初步发展并完善了以

“塑造全球信息环境”为主要目标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而中国则被隐约认定为

其主要的威胁来源。对中美安全关系而言，网络安全的特殊性在于既涉及庞大的

实质性利益，也涵盖了敏感的国家主权问

题。如果不能妥善应对，则不仅会在短期

内对双边关系造成显著冲击，而且还会危

及保持中美安全关系稳定的认知基础。如

何有效避免网络安全问题带来的冲击，并

在某种程度上将其转化为中美安全合作

的新领域，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

义的新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美国国务院里的年轻人 

沈逸 

东方早报 2010 年 10 月 19 日 

 

被 Twitter公司聘用的 Katie Jacobs Stanton, 被 Google公司聘用的 Jared 

Cohen 以及仍然留在美国国务院的 Alec Ross，构成了美国国务院推进互联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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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三驾马车”。Cohen是美国国务院历史上

最年轻的政策设计人员，并成为通过信息技术

开展新外交的典型，而所谓“数字外交”存在

着一系列的问题。Cohen能够得到赖斯和希拉里

两任国务卿的重用，并非仅仅是个人原因，他

从侧面折射了冷战后美国国务院内部的某种文

化：这种文化倾向于认定仅仅依靠对信息技术

的巧妙运用，而无需对整个美国外交政策决策

系统做出结构性的调整，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

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显著的成效。这可以看作

是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乐观情绪在战略选择

和政策制定层面的反应。当 Cohen 和他的同事跳槽进入 Twitter 和 Google 公司

时，标志着美国短期内还不会对这个问题产生什么新的认识，那么显然全球其他

国家就要做好准备应对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数字外交已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原载《国际先驱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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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系 

 

中国反腐败体系的构建及其框架 

林尚立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 

 

中国的反腐败主要是政党行为，同时附加国家行为和社会行为，而国家行为

和社会行为依然是遵循着政党行为来展开的。中国反腐败体系的价值基础就是解

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基于这样的价值

基础,中国共产党所构建起来的反腐败体系首先就要与政党自身的建设结合起

来，与党的执政能力结合在一起，还要与党内的民主建设结合起来。中国反腐败

制度体系建立的过程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边缘到中心这样一个发展过

程。这个过程是双向制度建设的过程。一个向度是专门的反腐败制度建设；另一

个向度是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将这两个向度的制度构建合并起来就构成了反腐败

的综合治理体系。这是一个制度网络，这一网络有如下三个层面。一是党内制度

体系层面，二是监督制度体系层面，三是管理制度体系的建设。在未来相当长的

历史时期内,我们依然是以政党为核心来构建反腐败体系的。从未来中国的发展

来看,应该考虑如何来构建一个多维度、多中心的反腐败体系。 

 

 

中国の環境ガバナンスにおける住民運動の類型化と示唆 : 

「環境クズネッツ曲線」の憲政的基礎 
陈云 

廣島大學經濟論叢 2010 年 3 月 

 

本稿は類型化の環境クズネッツ曲線をに基づいた環境ガバナンスと立憲政治の関

係に関心を集め、環境政治学という視点が中国体制移行と発展に不可欠であることを主張

として明らかにしてきました。“開明的指導者と技術官僚からなる指導層 ” および “一

定規模の中産階級” が中国体制内移行の推進力であることを解き明かしてき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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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思潮的影响特征看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邱柏生 

思想理论教育 2010 年第 17 期 

 

当代社会思潮发生影响的主要特征有：内容表现的社会现实性、观点表述方

式的新颖性和生动性、专注于影响力的渗透性等。根据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价值

观的主要特征，从方法论角度借鉴社会思潮影响力的构成要素，来考量增强思想

政治教育的吸引力，要善于分析和处理的问题有：增强教育内容的社会现实性和

生活化、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力和增加教育活动的生动性和鲜活力等。 

 

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 

刘春荣 

社会 2010 年第 1期 

 

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的“文化和建构主义转向”凸显了框架整合作为微

观动员机制的重要性。但是现有文献很少把这一过程置于自上而下的集体行动领

域中来考察，同时框架分析在中观层面上的动力机制的认识上尚待深化。本文通

过上海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个案考察，探索了选举动员中的框架形成和整合过

程。研究发现，选举委员会及其所联系的积极分子网络，形成了一个包容性的动

员结构。这一特定的动员结构在各个动员环节中，策略性地把国家的政策话语和

居民对选举的不同感受衔接起来，整合了民主权利、邻里怀旧和社区认同等阐释

框架，由此激发了更大尺度的共鸣和参与。这表明，框架整合与动员的社会结构

密不可分，框架化过程实际上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 

 

 

教育吸纳对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作用甚微 

熊易寒 

嘹望东方周刊 2010 年 7 月 

 

针对由于城乡二元分立体制所造成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难以保障的问

题，国家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读为主”的“两

为主”方针，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上海市公办学校逐步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向

农民工子女开放公办学校，对于农民工子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调查显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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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于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受歧视感更强，也具

有更强的挫败感。要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切实解决“初中后”农民工子女的

出路问题；办好职业、技术教育，

使农民工子女乐于接受中职教育；

最根本的是以城市移民政策逐步

取代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实现基本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谨防素质教育负效应 

熊易寒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年 7 月 

 

在国家层面上，教育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家庭层面上，教育

是维持或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个体层面上，教育是以生活机遇

和自我发展为目的的智力竞争。中国推行素质教育的原动力是为了民族振兴和现

代化建设，是科教领域的赶超战略，但是素质教育往往会扩大下层群体在升学竞

争中的劣势，使中国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流动越来越无能为力，并且当前的素质教

育本身同样缺乏自由选择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乏善可陈。教育改革要兼顾国家、

家庭和个体三者利益，要平衡国家本位、家庭本位和个体本位三种立场的关系，

使素质教育同时兼顾国家、家庭和个体的利益：通过构建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

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通过素质教育与考试体系的巧妙结合，保障阶层之间的

教育公平；通过为青少年“赋权”，迈向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素质教育。 

 

中国教育中的阶级再生产 

熊易寒 

文化纵横 2010 年 8 月 

 

    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教育体制，不仅要看它培养了多少拔尖的人才，

还要看它是否有助于社会的平等和正义。当前中国教育的现实是，既不够优秀，

也不够公平。中国的阶级结构越来越固化，教育越来越无助于人们的社会流动。

需要从一些关键性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入手：首先，需要协调素质教育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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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关系。其次，需要 处理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

公平问题。在当前中国， 一个“新底层”正在形成

之中，其主体包括两个部 分：一是所谓“蚁族”—

—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 居群体。另一个组成部分

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和 农民工子女。在这样一个

“新底层”的形成过程 中，教育体系至少扮演了

一个重要角色。阶级再生 产和社会流动是相对的概

念，阶级再生产代表了稳 定的一面，社会流动代表

了活力的一面，二者的适 度平衡才能保证社会的健

康运行。不应当让底层失 去梦想，每一个人都应该

拥有改变命运的可能；更 重要的是，国家的体制不

是在加剧而是在尽量缩小这种差距。 

 

开放“初中后”教育 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 

熊易寒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年 9 月 2 日 

 

通过对公办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调查，可以发现，公办学

校的农民工子女受歧视感更强，女对前途预期更悲观，而且阶层的固化也导致了

“新读书无用论”。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能否达到促进社会融合与社会

公平的预期目标，还取决于其他的配套制度和政策，尤其是要解决“初中后”教

育的瓶颈问题。首先，城市政府不能仅仅着眼于提高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

比例，而应当更多地考虑为农民工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其次，只有办

好职业、技工教育，农民工子女才会乐于接受中职教育。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

是以城市移民政策逐步取代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地方政府要告别压力型体制 

熊易寒 

社会观察 2010 年第 9期 

 

沭阳的全员招商模式作为一个案例，显示出地方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热衷遍

及全国，甚至不惜采取极端的手段，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权责同构的压力型体制。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符合中国的国情，但是当全国大小政府都以此为首

要目标时，也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地方政府的“地方性”可能受到损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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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征地、动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基层政府承受了过大的行政压力和社会压力；

关注于招商引资也使得地方政府忽视公共服务职能。要解决这一困局，必须从政

府职能入手，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和权责，将基层政府从经济活动中解放出

来。只有将基层政府从压力型体制中解放出来，各级政府才能从上访、累讼和群

体性事件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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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系 
 

 

孝行与官德：公德与私德间关系的案例分析 

李春成 

复旦学报 2010 年第 3期 

 

本文把公德与私德间关系的一般讨论具体化为对我国金昌等地“把孝敬父

母、关爱家人等私德作为选拔和评价干部的硬性条件”这一实际做法的争议，通

过对正反双方各种观点的系统梳理、辩驳和评价，提出以下观点：（1）官员的家

庭美德、私交情谊属于其私德范畴，不宜抹杀公德与私德的分殊，不宜用私德统

一官德；（2）孝行之于官德，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3）用传统儒家伦理

重建当代中国官德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领导决策的“旧三品”与“新三品” 

李春成 

领导科学 2010 年 1 月下  

按照传统的理解，一个好的决策者应当具备三种基本品质：善断、果断、明

断。可以称这些为领导决策的 “旧三品”。但这些品质虽然适用于传统社会，但

是很难适应 21 世纪和未来的现代中国。时代的发展和中央的指示呼吁领导干部

自觉培育三种新的决策态度、观念和品质：风险、参与、两难。此所谓“新三品”。

“风险”，与传统的“善断”相对应，是“风险社会”中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

决策态度和素质。“参与”是指决策者必须学会一种新的品质，那就是承认自己

可能犯错，因此应该允许、欢迎其他人参与、发言、讨论、质疑。“两难”决策，

不是指在是非清楚、主次分明的事务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两个或多个同等程度

的“善”与“善”之间、“恶”与“恶”之间进行抉择。本文提出领导决策的 “新

三品”与“旧三品”相对，无意全盘否定后者，而是希望在领导干部的知识培训

和思想教育中加入风险决策、参与决策和两难决策的内容，从知识到态度上进行

与时俱进的重塑，唯有如此，方可真正贯彻我党的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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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ulic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Toward the Network Model 

敬乂嘉 

Public Administration, NGO's and Public Debt: Issues and 

Perspectives(Edtied by Marcel Kratochvil and Valentin Pokorny，Nova 

Science Publishers,Inc New York) 2010 年 

  

Governing by networks has become a salient trend in the new tim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as demonstrated increasing importance in China’s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China has experienced vast socioeconomic changes that have shaped and are reshaping the basic setup 

of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Network-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s become a real trend and requires 

serious attention paid to its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performance, and consequences. 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approach toward the network model by looking at two major types of networks: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kinds of networks are explored by focusing on two dimensions: the level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accountability and the level of the resource complementaritiy. Based on that, food safety management 

and home care for elderly people are used as two relevant cases to analyze the concrete problems in the 

network management. Both cases demonstrate the growing importance and complexity in managing 

networks in China. The capacity of network building and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urgently core 

competence of today’s governments in China. 

 

从协作角度看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与管理创新 

敬乂嘉 陈若静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工作》 2010 年第 1期 

 

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机构养老发展不足的现实背景下，以协作为基础的居

家养老成为养老服务的战略发展方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要解决在服务整合、系

统整合和系统发展上的协作需要，兼顾效率与系统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本文在对

上海市实践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当

前居家养老实践在不同协作层面上的

发展，总结了构建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体

系中正在兴起并亟待进一步完善的公

共管理创新，包括发展政府间的协作网

络、建立合作服务提供体系，以及协同

运用多种政策与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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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面向“两型”社会建设的公共治理 

李瑞昌 

浙江学刊 2010 年第 4期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 21 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

标和任务。但关于“两型社会”的内涵、外延和特征理论都未达成共识。本文认

为,“两型”社会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即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看作是硬币的两

面，其内核是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在理论上是经济学中内部性和外部性

转化和消除的问题，实践上则是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容的问

题。本文认为，随着“两型”社会推进，为了继续平衡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矛盾，人类正在尝试协调和整合两种政府治理环境的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

无论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呈现出不足；因此，作者提出统筹治理作为新的治理模式

和思维方式将综合原有模式的优点和弥补二者缺点，推动“两型”社会建设。 

 

拓展“中国模式”的发展空间 

唐亚林 

新沪商 2010 年第 1期 

在国内突然增多 的对“中国模式”的

讨论，一是与国家发 展历史阶段与时事政

治有关，二是与世界 性经济危机蔓延过程

中，中国在世界范围 内率先走出了经济复

苏的路子有关，三是 与如何保持好当代中

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 色平衡问题有关。分

析“中国模式”需要 对当代中国社会性质

的认识和判断，学术 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

再来一个全方位和深 入的大讨论。对当代

中国发展的解读，不 仅需要有一种宏观的

战略视野，而且需要 坚持从实际出发，从

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角度来解读“中国模式”的深刻内涵。拓展“中国模式”的

发展空间，就在于把握“中国模式”的努力方向，把发展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

发展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发展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放到发展当代中国的经济的

同等重要位置，并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相互强化的良性均衡发展之和谐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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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唐亚林 

上海人大月刊  2010 年第 5 期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独特的发展道路背后是否隐藏着一种可称之为模式的试

验，成为近年来学术界与实践界十分关注的话题。相关的有代表性的理论阐释分

为三种，一种是赞同说，即认为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的理论模型，如

潘维、汪玉凯等。一种是模糊说，即尚不存在一种可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完整

理论模型，但存在一些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案例”或“中国道路”的

典型特征，或者说是一种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如俞可平、王绍光、李

君如等。还有一种是否定说，认为现在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因为一讲“模

式”，就有定型之嫌，可能导致对当代中国各个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丧失总体性

解决的可能性。学术

界与实践界对“中国

模式”的讨论对于深

化理解中国发展道路

的背景、脉络、内涵

和前景，具有深刻的

理论与现实意义，为

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

供了有益的启迪。 

 

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 

唐亚林 陈水生 

学术界 2010 年 6 月  

 

科学的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内蕴“什么是问责”、“因何问责”、“如何问

责”和“问责后续”四个相互衔接和有机配套的要素环节与机制体系。运用此理

论分析框架，论文对“贵州瓮安事件”进行个案考察，分析了行政问责制在实际

中的推进现状以及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问责理念转型

和运作机制整合两个层面，探求构建“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有效

途径，以期全面推进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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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上海社会组织的“元制度创新” 

唐亚林 

社会科学报 2010 年 1 月 14 日 

 

在上海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深刻转型的重要历史关头，转移政府部分职能而交

由社会组织承担，拓展社会组织成长的制度空间，建构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市

场组织与公民对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伙伴关系，是在“元制度创新”方面促进上

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社会全面进步的不二法门。应当在战略上高度重视上海社

会组织培育与成长中的“元制度创新”问题，首先要致力于探索无业务主管单位

的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辖、监督管理等新型模式的“元制度创新”

问题；其次，以推进政社合作为切入点，以公共服务项目为纽带，以契约管理为

核心，建构新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最后，构建多中心的、公私部门伙伴关系的

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全面创新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制度氛围。 

 

Understanding China's Administrative Adaptation：The Role of Weak Organizations 
敬乂嘉 刘春荣 

Issues & Studies A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on China, Taiwan and East 

Asian Affairs 2010 June Vol. 46 No.2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post-1978 incremental adaptation of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state. Unlike other studies that focus on the centralized reforms of the 

rationalized state or fragmentation and competition within the stat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glected 

strategies if self-empowerment adopted by weak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the subsequent 

impacts on administrative adaptation from an institutional-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Our case study in 

th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ageing management suggests that weak organizations, as peripheral 

insiders of the regime, are aware of their weakness and are skillful in utilizing mixed strategies, in a 

risk-averse way,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emerging from the increasingly 

plural and divers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Most notably, these organizations partially assume and 

partially offset the role of the potentially disobedient external organization. Overall, their behavior 

creates and enlarges the pores through which modern administrative valued and practices penetrate the 

transitional Chinese administrativ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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