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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旨在揭示后单位制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街区中的微观图景，并以此分析
不同街区组织之间的互动逻辑及其在互动中所缔造的街区权力格局。
全书通过对基层政权在街区中的具体运作；社区居委会自身运作规则的构造；市民组织有无可能在街
区制度变迁过程中成长和拓展行动空间；基层政权、社区居委会、市民组织、市民之间有无可能展开
被动抑或主动的合作等问题的讨论得出：在后单位制时期，中国都市街区中的国家与社会正在形成“
权变合作主义”的格局。
书中所提供的个案观察能够丰富目前相对单薄的都市街区实证研究，并在理论范式方面为其他研究者
提供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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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艳玲，1975年出生于湖南，行政学硕士，社会学博士。
曾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前往美国杜克大学访学，现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山大学行
政管理研究基地副教授，《公共管理研究》执行编辑。
主要研究领城为地方治理（城市管理）与非营利组织，并一直致力于以上领域的实证研究。
并被列为广东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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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宏观问题的微观视角  一　讨论的背景    （一）社区是什么    （二）社区建设的提出    
（三）社区边界在哪里  二　研究主题  三　已有的研究    （一）两种取向：“国家与社会二元界分”
还是“社会中的国家”    （二）市民社会：理论建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三）村庄和街区中的权
力结构：实证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四　分析框架    （一）结构主义与个人主义    （二）权力研究
的启示    （三）街区组织与街区事件  五　可能的学术价值第二章　乐街：闹市中的“分层街区”  一
　个案研究  二　街区概况：广州的“尖东”  三　分层的街区：同样的街区，不一样的生活    （一）
淘苑片区    （二）花苑片区    （三）侨苑片区    （四）青苑片区  四　街区中的公共空间    （一）晨练
场所    （二）茶楼    （三）社区服务中心    （四）小店  五　本章小结第三章　街区中的“国家”：基
层政权的权威重建与柔性运作  一　结构化的国家权力：街区组织体系的轴心    （一）街区中的行政体
系      1?街居制的创立       2?单位制的建立       3?从派出机构到准政府     （二）党工委领导下的党组织    
（三）国家权力在街区中的整体风貌    （四）街区组织体系的内部格局  二　城市基层政权的结构性难
题    （一）“压力型体制”下的权责分离    （二）条块分离困境    （三）基层政权“法团化”      1?乐
街的“法团化”过程       2?“法团化”的原因   三　基层政权的权威重建    （一）发展总部经济拓宽税
源    （二）从法团化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1?乐街的社区服务建设       2?“去法团化”过程中的困境   四
　社区党建与党组织体系的“网络化”    （一）街区中的党组织体系    （二）社区党建      1?“党建联
席会议”和“党建联谊会”       2?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指导员       3?乐街的商厦党建   五　从强制干预到
柔性运作：国家权力在街区中的具体运作    （一）教育基金百万行活动简介    （二）捐款的运作过程   
  1?营造强势话语氛围       2?构建政府官员在捐款中的示范效应       3?运用基层政权扎根街区的人情网      
4?国家权力的柔性运作   六　本章小结第四章　街区中的“双重代理人”：居委会及其组织变革的内
卷化  一　居委会组织发展及其结构    （一）居委会发展过程      1?创建阶段：1950～1956年       2?异化时
期：1957～1978年       3?法制化时期：1979年至今     （二）居委会组织结构  二　“内卷化”的居委会组
织改革    （一）居委会性质在制度实践中的偏差    （二）居委会组织变革      1?从基干到社区工作者      
2?居委会结构—功能的变化       3?社区居委会直选     （三）居委会组织变革的“内卷化”      1?“内卷化
”的表现       2?内卷化的原因   三　居委会与社区警察：街区中的伙伴关系    （一）社区民警进街区    
（二）警察在街区中的工作实践    （三）街区伙伴关系的建立  四　“半官方半民间”：居委会运作的
双重逻辑    （一）事件背景    （二）事件过程      1?一个居民的投诉       2?人情关系的引入       3?国家权力
的援引     （三）居委会组织在街区的运作逻辑  五　本章小结第五章　街区中的“社会”：市民组织
与街区集体行动  一　街区名人    （一）王老师    （二）余贤    （三）56号大院    （四）街区精英是否
存在  二　乐街的市民组织    （一）华侨联谊会    （二）老人协会    （三）其他市民组织  三　街区公共
服务供给机制的转变    （一）单位制时期的单一供给机制    （二）街区公共服务的合作供给  四　街区
中的集体行动    （一）日常生活中的上访    （二）垃圾压缩站事件      1?事情的起因       2?拆迁方的行动
过程       3?街区集体行动策略       4?街区集体行动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比较   五　本章小结第六章　结论：
都市街区中的“权变合作主义”  一　街区研究框架  二　乐街的国家和社会关系    （一）现有研究的
梳理    （二）乐街的发现  三　权变合作主义    （一）后单位制时期街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三个维度     
1?建立在“压力型”体制下的从属关系       2?基于“资源交换”基础上的合作关系       3?总体关系格局呈
现出“权变性”     （二）“权变合作主义”的内涵第七章　现实：中国社区建设走向何方  一　“市
—区—站”的城市管理体制    （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还是其他    （二）“市—区”两级政府
架构    （三）街区服务站  二　街区自治    （一）街区自治体制    （二）实践中的常设议事机构    （三
）委托服务公司    （四）街区共建联盟  三　有意义的市民参与    （一）从管理到治理    （二）治理背
景下的市民参与发展    （三）市民组织与市民参与  四　从街区到市民社区  五　结束语附录一　访谈
纲要（街道办事处干部部分）附录二　访谈纲要（居委会成员部分）附录三　主要访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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