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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今年，在我们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以像孔子一样，非常有信心地说中国是真的
“三十而立”了，尽管今后的路还很长，中国仍要“志于学”。
　　想要了解世界在过去30年中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研究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
回首过去，即便是最乐观的改革拥趸者们也会吃惊于中国发展的步伐和规模。
中国国内曾经敦促中国赶超英国的有关人士也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国家已经在国际贸易方面赶上了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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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分析和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改革的轨迹，特别是民主选举、政治参与、行政管理
、公共决策、依法治国、政府责任、公共服务、政治透明、权力监督等领域的变化发展。
各章作者均为国内政治学界知名专家学者，他们不仅全面观察了中国30年治理变迁的历程，深入分析
了治理改革的原因，总结了治理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而且直面中国在民主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治理变迁30年>>

作者简介

俞可平，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名誉博士，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
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
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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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走向善治：30年来中国的治理变迁及其未来趋势　　俞可平　　本章首先将从主体、方式
、对象和取向等角度，考察30年来中国治理变迁的主要路线和中国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然后简要分
析中国治理变迁的现实基础，并力图对30年来中国治理改革的重大成就、存在问题和中国治理模式的
主要特征做一初步概括。
　　一 引论：改革开放与治理变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governance）一词便成为西方社
会科学的流行术语，进入21世纪后它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
在中国，治理一词首先被经济学家引入，“公司治理”（Corporation governance）或“公司治理机构
”（Corpor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这类术语在讨论公司转型和企业改制中被广泛使用；之后相继被
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采用，分别指政府治理或公共治理。
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
治理与统治（government）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实质性的区别。
两者的实质性区别之一在于，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权力机关，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
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组织，或政府与民间的联合组织。
统治的着眼点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
正像政府的统治有“善政”（good government）与“恶政”（bad government）之分一样，治理亦有“
善治”（good governance）与“恶治”（bad governance）之分。
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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