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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治发展是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的体现，是一个政治体系从传统政治形态转向现代政治形态的行为和过
程。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先生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后认为，一个社会要
现代化，政治权威化是关键，这是现代化的第一条件，没有一个权威的政治体系，特别是没有一个权
威的中央政府，资源总量有限而且十分分散的传统社会不可能大规模地推进社会的现代化。
所以，现代化进程中，当经济发展唐动以后，政治发展就成为大规模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火车头。
从明末清初开始萌生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所以举步维艰、进展缓慢，原因就在于政治发展步履蹒
跚，从而使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第一条件不充分。
1840年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进程。
这种特殊的起点为中国后来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的冲击直接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现代经济的产生，但是，它也使中国社会陷入主权危
机和治权分裂之中，现代化资源匮乏，社会分化严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在危机中前行。
中国在“危机现代化”中前行，政治发展布满荆棘、步履蹒跚。
在清朝末期，内忧外患迫使中国的有志之士寻找应对之策。
但是，这个过程也助推了中国政治精英的分裂。
精英分裂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
洋务派与顽固派分离，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实现现代化。
19世纪末，传统政治精英进一步分裂，君主专制政体遭受质疑，君主立宪派从传统政治精英中分离出
来，他们试图通过政治体制改良来走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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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对公益基金会治理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梳理了中国公益基金会产生与发展的具体进
程, 对中国公益基金会的自组织治理开展了分析, 论述中国公益基金会与社会各主体的合作治理，分析
中国公益基金会与政府的协同治理和中国公益基金会的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还分析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公益基金会成长与社会治理的发展问题，并且提出了推进中国公益基金会朝着健康有序的治理模
式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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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效率精神治理理论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提倡有效率的治理。
作为一种观念，效率是传统统治模式和治理模式所共同主张的一种精神。
但是传统统治模式主要是从生产角度来看效率的，即单纯的管理效率，而治理理论对效率的强调则不
局限于管理效率，同时还关注制度本身的效率。
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第一，管理效率，即指管理的成本与效果的比较。
在政策执行方面，它有两方面的基本意义，一是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活动灵活；
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
善治概念与无效的或低效的管理活动格格不入。
善治程度越高，管理的有效性也就越高。
第二，制度效率，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失败的批评并不是因为政府管理的内部效率非常低，而是认为
即使政府的效率再高，也比不上让市场去做的效率。
治理理论吸收了公共选择的合理主张，认为治理的效率必须放在大的环境中全盘平衡，综合考虑，从
而得出效率高低的评价。
第三，回应性，回应性是责任性在效率问题上的体现。
它的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在必要时还
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
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
在以上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社会管理力量
多元化格局的关注，对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的重视和关切。
管理社会并不只有政府一个公共权力中心，除政府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志愿性的或属于第三部门的机
构，如志愿组织、非政府机构、社区互助组织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在负责维持秩序、参加政治、经济与
社会事务的管理与调节。
它们分别致力于种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解决，把传统上属于政府的一些责任和职能都接收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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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虽然已经过去两年有余，但现在我仍然无法忘怀当时那段“累并快乐着”的时光。
我依然记得当我坐在电脑前，看见在自己手指的敲击下完成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内心涌起的心情：喜
悦，舒心，还有一份心力憔悴和遗憾。
博士论文的写作是喜悦和痛苦交织的过程，喜悦是因为不断萌发的思想火花使我能体会到与智者对话
的魅力，而痛苦则在于学养的不够深厚而无法将心灵的感悟完全诉诸笔端。
看着这部30多万字的字稿，我无怨无悔并觉得在人生最重要的求学路上，我不仅收获了知识，而且收
获了友谊和幸福。
我是充实的，也是幸运的。
能够在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攻读博士，是我的幸运之一。
珞珈山上不仅风景如画，满园苍翠，桃红樱白，而且名师荟萃，英才云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武汉大学禀承着这句名言，不知开启了多少催人奋进的青春之旅，奏
响了多少引人入胜的学术乐章。
回顾在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学习的三年，上了很多堂醍醐灌顶的课程，读了不少传世经典的书籍，听
了一些如沐春风的讲座，也参加了我们政治学专业独有的激扬文字、激荡心灵的学术沙龙。
这三年，不仅让我打开了宽广的专业视野，而且更使我深切地明白了读书人如何去“入世”与“出世
”。
能够师从施雪华教授，是我的幸运之二。
早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通过阅读《政府权能理论》一书，我就被施老师的学识所折服，而从我报考
博士的第一天起，我又为施老师真诚宽厚的人格和对学生无私的帮助所感动。
在学习中，老师学术上的严谨、睿智和学养，特别是对理论的宏观把握和实践的深入观察以及对现实
问题的敏锐洞识，还有生活中待人的宽容、真挚，都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让我学会如何踏实地做
学问和平和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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