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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是我们教研团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
一些心得、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度创新进程。
如何在这样一个历经坎坷、内部差异比较大的大国，通过改革来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是一个世界
级的难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新道路的积极探索。
政治发展，是这一全面发展、进步中的最基本方面之一。
留给中国的机遇并不多。
中国必须不断前进，在求解难题中寻求突破，不能再有“闪失”。
抓住历史机遇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开阔的视野、坚忍不拔的进取精
神和高超的策略性行动，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政治统治和管理模式。
　　100年来，60年来，特别是30年来，一代代志士仁人的艰巨探索，包括成功，也包括失败，已经为
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和思想平台。
但是，国内外社会发展格局的巨变，也对我们所期待的那个“合理的政治统治和管理模式”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如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现
代西方政治思想中适宜“为我所用”的部分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
凝练出一个适应时代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进步潮流，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利
益和具有中华文明特点的政治思想，是中国政治学界的任务。
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首先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就是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国情、社情、民情和政情，分析
实现中国政治发展所必需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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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从中国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全局蹬发，选取“条块关系”
为研究对象，以探寻“四位一体”条块关系模式形成、发展、运作和转型的内在政治逻辑为切入点，
对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动态平衡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建
设性的对策组合。
　　“轴心辐射模式”是《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提出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
作者认为，职责同构的政府管理模式是中国“条块关系”之所以复杂的主要原因。
而以“轴心辐射模式”为特征的国家整合方式又是决定职责同构长期存在的主要制度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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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振超，1975年生，山东嘉祥人，法学博士（政治学理论专业）、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政治社会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
究工作。
　　近5年来，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参著5部。
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刊物摘登或转载。
现主持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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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　　法国政治学家拉焦尔，在《地方政府行政结构》①一书中，按照地
方政府法律地位的不同把地方政府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政治分权型，其宪政结构是联邦制。
成员单位的权威直接来自宪法，与中央政府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其财政是自主的。
成员单位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独立的，其领导人由选举产生。
二是行政分权型，表现为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地方政府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授予，但并非完全
从属于中央，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
地方领导人由地方选举产生，但需要中央政府的认可。
在中央集权的框架内实行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依法严格职权划分，中央政府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
对地方进行监督控制，但地方政府在其职权范围内有明确的权力。
三是行政转让型，地方依赖中央、中央完全不与地方分享权力的集权的模式。
即中央和地方之间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设立的职能部门和具体工作大体上
一一对应，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不是由地方政府选举，而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地方政府充当中央政
府的代理人。
　　在实践中，并不存在某种纯粹的类型，但这种分类方法，从总体上看是有效的，为人们认识地方
政府的法律地位提供了一种参照系。
按照这种分类标准，中国地方政府大体上属于行政转让型。
　　三、“投影”与“复制”：各层级政府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体性　　政府架构的本质是权力结构。
权力结构具体体现为横向的国家管理形式和纵向的国家结构形式。
前者是指立法、行政、司法、军队等国家权力系统的构成和组织程序；后者是指国家权力系统之间的
纵向联系，即国家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差异，并不主要体现在国家管理形式和结构形式各个构成要素本身的差异上，而
主要体现在这些构成要素之间不同的关系上。
　　中国政府纵向间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体性。
　　（1）地方政府上下级间的关系大体相同，基本上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关系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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