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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70年代以后，重构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机制和知识基础成为全球政府治理改革的主题，但是
公共行政范式民主化、市场化的重构并没有真正解决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缺陷。在后工业社会
或现代性重建的进程中，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生成、构建密切相联系的多中心治理，是社会治理模
式现代性演进中的一个基本趋向，它是在继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中心—边
缘”治理结构之后，伴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而生成的一种社会治理结构类型。多中心治理越来越成
为全球性政府治理或社会治理改革的共识。本书作为探讨多中心治理运作机制的一个尝试，试图在研
究中梳理多中心治理的含义和形态特征，把握其在社会治理历史进程中的属性，阐述其历史合理性和
价值正当性，并对其运作机制的理论模式作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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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多中心治理：一个现代社会治理的命题　　第一节　多中心治理释义　　一、当代政治发
展中的“治理话语”　　在社会治理知识史上，“治理”一词的英文是governance，但“治理”并非
是一个新词。有的学者考证后指出，早在14世纪末叶，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就使用过这个概念，用以
表明上帝授予国王对国家的统治之权，因而在传统的意义上，governance与governin9和government等概
念的含义区别不大，都表明了君主或国家至上权力的统治、管辖、支配和控制。　　此外，从行政学
文献看，17世纪法国和德国的一些法学家和实践者就以法典汇编的形式提出了“治理学”，即合理组
织政府的科学，并科学地将行政学界定为“治理政府”的学问。而在政治学领域，“治理”一词的历
史可以逆溯得更为久远，在作为政治学研究开山之作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不仅“治理”之词
俯仰即拾，而且这本经典之作本身就是对古希腊城邦公共事务治理经验的知识性反思与表达。　　对
于“治理”一词的传统含义，《韦伯斯特新国际辞典》（1986）进行了定义和解释，主要内容为：　
　（1）“统治的行为或过程”，或“政府”。　　（2）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官员、权力或功能”，
“被统治的状态”，“统治的方式或方法”，或“统治制度”。其中，关键词是governing这个动名词
。　　（3）to govern意为“专断地或者依据已经确立的规则，不断地行使主权”，或者指控制和指导
政策的制定和执行。governing意为控制力或者影响力，以及执行公务的方式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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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70年代以后，重构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机制和知识基础成为全球政府治理改革的主题，
但是公共行政范式民主化、市场化的重构并没有真正解决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缺陷。在后工业
社会或现代性重建的进程中，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生成、构建密切相联系的多中心治理，是社会治
理模式现代性演进中的一个基本趋向，它是在继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中心-
边缘”治理结构之后，伴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而生成的一种社会治理结构类型。多中心治理越来越
成为全球性政府治理或社会治理改革的共识。《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作为
探讨多中心治理运作机制的一个尝试，试图在研究中梳理多中心治理的含义和形态特征，把握其在社
会治理历史进程中的属性，阐述其历史合理性和价值正当性，并对其运作机制的理论模式作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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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的的确确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建构了一个多中心社会治理的模式。从
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性角度来说，经历了统治型治理模式到管理型治理模式再到多中心治理模式。这
其中涉及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理论的转换以及人类政治实践的变迁，也体现了作
者的前瞻性。随着中国公民对政治权力诉求与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我国也逐渐放弃从前国家、政府
一支独大的社会管控模式，而更多地重视社会组织、公民团体的社会影响，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当
前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所在。
2、读之前我就预感可能读不懂，所以当我自以为读懂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别提有多开心了···泪
目···
3、选题很新颖，杂糅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界诸多的理论前沿问题，整合了不少最新的新概念，对相
关领域研究有一定价值。瑕疵是直引大多，自主吸收消化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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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选题很新颖，杂糅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界诸多的理论前沿问题，整合了不少最新的新概念，对相
关领域研究有一定价值。瑕疵是直引大多，自主吸收消化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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