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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地方政府”为研究主体，通过对地方政府的超越“权力与利益”的“权利”认识角度，
从两方面分别讨论中央与一般地方政府关系以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对中央与一般地方关
系进行深入的剖析，并透过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的价值反思，认识到正确处理中央与民族
自治地方政府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以及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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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韫芳，1974年生干山西太原，200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民族地区行政管理专业，获
法学博士学位。
现于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任职，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地区公共行政管理、中央与地方关系。
在科研上，承担了中央民族大学校级青年教学骨干科研和国家民委的一般科研项目，对当代中国的中
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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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关系　　关系一词在英语中对应Connection、footing、nexus、rapport、relation等等多个词汇
，可以看出关系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
　　（1）关系的客观意义　　关系的客观意义，即说明关系的普世性，关系本身就是在证明事物存
在某种联系。
辩证唯物主义已经从哲学的高度说明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相互联系之中，事物的联系必然有其
规律，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之间都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用。
坚持用普遍联系观点观察和分析事物，反对用孤立的、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是唯物辩证法的
一个基本要求。
因此，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广泛存在于事物问的客观联系，即关系双方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
这个联系，不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中所说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
而是各种马克思支持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如果讨论的关系双方是客观事物时，那么，此时的关系的客观意义就是事物之间的具体联系。
从这种意义上说，联系就是关系的同名词。
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结构”，“结构”又往往嵌入在各种关系中，并通过互动的形式表现
出来。
因此，关系通常更能生动地表现为结构联系。
　　（2）关系的主观意义　　关系的主观意义，即说明关系存在的社会性，关系必然在社会存在的
过程中得到演化。
一方面，关系的主观意义突出表现社会主体人的主体性。
如果讨论的关系双方涉及人类（关系主体是人或组织或集团），那么，关系就强烈地表现出人的能动
性来，使得关系在其内在的客观意义之外，增添了主观意蕴。
也就是说，关系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特殊指向。
第一，关系表明参与方的联系具有特殊性。
对特定关系而言，在关系范围内所指涉的主体，形成一种（假设相对不参与方为弱关系）强关系。
“关系户”就完全体现了这点。
在口语中，“某某是某某的关系”，就特意强调了两者的联系不同寻常，突出了关系的这种特殊性。
第二，关系双方彼此有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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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项目成果。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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