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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昆明样本:地方治理创新与思考》由沈荣华编写。
在我国目前的客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现有的制度体系下，地方核心行动者的作用和功能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地方治理的效果，须予以重视。
为此，《昆明样本:地方治理创新与思考》首次提出“制度空间一地方核心行动者一制度创新”的分析
框架，以昆明近年的主政者和治理历程为样本，实证考察地方核心行动者和制度的互动关系，努力探
索和总结政府体制改革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对于提高地方政府领导力和加强政府体制改革具有重要
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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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荣华，苏州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行政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学科带头
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地方政府改革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首席专家
，兼任全国县级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全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中国行政法
学会理事等。
以研究地方政府与法治政府为专长。
近五年来，出版《现代行政法学》（天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地方政府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方政府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路径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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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正是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通过获取的权力，以加压加温
的方式强力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具有某种必然性。
这种压力式治理的模式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从宏观上来说，地方政府强力介入经济发展的环境
营造过程中，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在短期创造出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境。
这种基础环境既包括外在的硬性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水电煤等等，也包括看不见的软性环境，如
官员行政作风、工作方法、行政效能等等的提升。
二是从中观上来说，地方党政部门积极介人资源引入和平台建设，通过行政手段为经济发展导入外部
动力。
最典型的就是招商引资，政府亲自出面组织人力物力，积极为地方引人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项目。
地方政府官员以地方经理的身份参与谈判，参与与其他地方政府的外部资源竞争中。
三是从微观方面来说，地方政府很多的时候会以各种手段和形式介入到当地企业发展的内部运行中，
以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实现地方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期待。
 正如美国社会学者弗里格斯坦（Neil Fligstein）所言，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转型实际上涉及两大方
面的内容，那就是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和市场建构（market building），因为那是不可分割的两方
面的内容。
①而这种国家建构的内容，显然应该包括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规范和地方政府地位的确立。
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使得地方政府的地位和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我们要关注的是，
这种变换对于在地方政府中掌握具体公共权力，扮演具体行动者角色的地方官员带来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体制中，联结地方大众和国家权力的是大量的党和国家的地方干部。
在那个时代，地方干部的含义非常宽泛，“干部”不仅仅包括各级领导，也不仅是行政或政治官员，
不仅包括各级党政机关‘的政治官员，也包括各种各样的行政人员和普通的办公室人员。
而其最广泛的含义是包括所有的各级党政机关、大学、研究所人员，以及企事业单位里“吃皇粮”的
人员。
①依照这种含义，地方政府官员只是地方干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与地方干部相比较，地方政府官员一般具备两个方面的特征：那就是能力和影响力。
能力的重要内容就是行动能力，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障和增进公
共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影响力通常是在处理地方相关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地方
官员发挥的功能和作用。
可以看出，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地方干部的核心职能是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和路线，更好地
完成国家和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尽管，以许慧文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地方干部在某种程度
上会利用机会寻找自身的活动空间。
但是，这种行为总体上是处于制度外的，不被国家制度体系所认可）。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企事业单位体制的改革，很大一部分地方干部开始从原来的单位分流出来，
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功能的确立，地方官员的角色和功能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他们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和独立的行为空间。
因此，使用原来的地方干部一词显然不太合适，在论述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公共权力的代表和行使者
的时候，地方政府官员的概念显得更为合适。
 本书的地方政府官员主要是指拥有较大的公共权力并且能够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一定的影响的地方政府
公职人员，并不包括大量事务性的、技术性的地方政府公职人员。
主要指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纪委（即通常意义上的五套班子）的主要负责人，掌握较大的部门
权力，能够对本部门的权力运行施加较大影响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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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昆明样本:地方治理创新与思考》将按照“制度空间—地方核心行动者—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来安
排全书结构，从制度环境、地方核心行动者主观分析及民众公共评价等方面入手，最终对昆明样本进
行一个客观剖析和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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