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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为研究对象，在广泛借鉴组织社会学、转型社会学、法学、犯罪学
与公共管理学等相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试图运用政治学的学科视野、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考察中
国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并在转型社会秩序重建的特定背景下，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
网络的构建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与研究，充分论证了中国社会相对平稳转型的保障机制、支持力量和
内在机理。
既有丰富的理论支撑，又有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现实，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平稳转
型及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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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皇凤，1974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
2000、2006年就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3年获管理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师从
洪涛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
2006年获复旦大学法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学位，师从林尚立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
治。
2006年7月入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
与政治。
现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曾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社会转型与秩序建构：转型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的政治
学研究”(2006年结项)，并参与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工作。
目前，正主持42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社会网络与治理绩效：以转型中国的县级政权为研究对象》
的研究工作，已在《开放时代》、《武汉大学学报》、《天津社会科学》、《浙江社会科学》、《国
家行政学院学报》等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
、《中国政治》以及《公共行政>>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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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综合治理在政治学学科中的理论定位　　结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经验，在政
治学学科的理论视野中，综合治理是转型中国基本而独特的国家治理方式，集中体现了转型中国国家
治理机制的基本特征。
治安职能作为国家最为传统的核心职能之一，其实现方式集中反映了国家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和主要
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导致中国国家治理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
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全面主导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局面开始出现松动，社会自身的自由流动资源与自主空
间日益积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主性日益彰显。
中国政府对社会与经济事务的调控与治理越来越基于社会与经济自身发展的逻辑与需要，以社会成长
与重建为核心的社会转型推动了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
同时，在整体结构性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涌现了大量社会问题，
如社会治安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以及腐败问题等。
这些社会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的基本特点，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日益成为一项复杂
的社会系统工程，被提上了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执政党与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的格局依然
得以延续。
在转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效的国家治理都将是秩序维系与新型秩序建构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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