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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地方政府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对于这块似乎神秘而　　又重要的领域，中国
学者们几乎一直对它熟视无睹。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　　期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帷幕以后，学术界才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它，并产生了
　　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研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上　　的繁荣景象。
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经济　　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政府
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全世界所瞩目。
　　探索30年来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历程，反思目前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所处　　的新的拐点，对
于丰富政治学理论、充实中国行政管理理论体系，推动中国　　地方政府体制进一步改革，都具有极
为重要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苏州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是中国学术界研究地方政府领域中的一个重镇。
　　苏州大学原名东吴大学，早在1906年，东吴大学就创办学术性刊物《东吴月　　报》，当时的办
学宗旨是“注重学业，培养品格，树立优良学风，提倡服务精　　神”，校训是“为社会创造完美人
格”。
1929年8月，当时的南京“国民政　　府”将校训改为：“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吴大学　　校训至今仍极具时代意义：做学问，先要学会做人。
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在　　国内独领风骚，享誉海内外，盛时之际，有“南东吴，北朝阳”、“法官
出朝　　阳，律师出东吴”之说，被誉为“培养中国近代法律家的摇篮”。
从20世纪　　上半叶开始，东吴大学曾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政治、法律学者和知名人　　士，费
孝通、雷洁琼、孙起孟、董寅初、赵朴初、谈家桢、王宠惠、董康、　　杨铁梁、王绍堉、倪增嗷、
梅汝枋、吴德熊、李浩培、吕光、桂裕、丘汉平、　　张志让、查良鉴、查良镛(金庸)、盛振为、何
世桢、马汉宝、姚淇清、陈霆　　锐等，都辈出东吴。
1952年，东吴大学因院校调整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　　1982年改名为苏州大学(Suzhou Llniversity)。
1999年台北市东吴大学学人来　　访，接受建议，将译名改为Soochow university，这就与台北市的东
吴大学译　　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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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理性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政府能力研究》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研究成
果。
作者以公共理性为价值导向，对当代中国政府自我治理、社会治理、综合治理的现状及主要问题进行
了细致分析，并就其效能的评估、能力开发的战略选择、总体思路设计与规划，如政府能力总量的调
节、要素的配合、结构的优化、监督与约束等，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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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建洪，1974年出生，四川省自贡市人。
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获法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后，现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
主要从事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研究方向为政府管理与创新、公共政策与政治发展以及
区域公共管理等。
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司法部重点课题等多项
课题的研究，参编或参译学术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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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公共生活中的公共理性与政府能力　　第一节 作为价值规导的公共理性　　一 公共理性
的基本内涵　　（一）公共理性的相关概念　　1.理性与非理性　　“理性”一词歧义纷繁，因文化
背景和历史时代的不同而内涵各异。
历史的流变告诉我们，古代的理性观，无论中酉贤哲，都把理性视为人类区别于野兽的一种特征；近
代理性观分裂为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主观理性主义和以伽利略为代表的客观理性主义；而现代西方理性
观则经历着如下的几种重大变迁，即从理性到合理性的变迁（代表人物如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
，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变迁（现代实证主义者如罗素），从独断理性到批判理性的变迁（如卡尔
·波普），从先验理性到实践理性的变迁（如查尔斯-泰勒、麦金太尔），以及从自然理性到社会理性
（如霍布斯、洛克和霍布豪斯等）的变迁。
综合古今中外先贤名哲对理性的理解，可以从四个视角来分析其意蕴和特征。
　　（1）在存在论意义上，理性与物质性或与动物性相对应，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具有非凡特质的
实体。
即，理性只是人大脑的机能；理性是一种功能性而非实体性概念。
而非理性指的则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理智无法穿越的神秘实体。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理性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政府>>

编辑推荐

　　《公共理性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政府能力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武汉大学攻读法学（政治学）博士
学位和在复旦大学从事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后研究工作基础上深化拓展而成的。
为此，在书稿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深深地感谢兼容自由的母校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感谢博
学严谨的博士生导师施雪华教授、博士后导师林尚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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