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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政府改革为主题，试图提出改革变迁和逻辑演进的解释性框架，即“国家、市场与多中心
”分析框架。
这一框架主要由政府模型、政府变迁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组成。
其核心观点是，中国政府改革遵循了从国家逻辑向市场逻辑的转变。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无论是国家逻辑，还是市场逻辑都不是很好的指导中国政府改
革的理论逻辑，基于自主治理的多中心逻辑或许能够成为替代性选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家、市场与多中心>>

作者简介

　　李文钊，湖北省天门人。
2001年获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法学学士学位，200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2007年获中
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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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处于秩序的最高端，并且是外在于秩序的；而在道德秩序的社会秩序格局之下，政府和其他组织
、个人本身都需要接受共同规则的约束，即政府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并且本身也需要接受规则的约束
。
中国社会秩序在从道德共同体向道德秩序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道德无政府社会秩序的挑战。
如果规则的违反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他们很可能会成为道德无政府主义者，将人作为谋取私人利益
的工具，通过损害其他人来获取自身利益。
2000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各种欺诈行为等，都是个人在道德共同体
解体而道德秩序的约束还没有建立起来时转变成为道德无政府主义者所致。
　　但是在从道德共同体向道德秩序转变的过程中，对于道德无政府主义的处理和秩序的形成，政府
有可能会起到双重作用。
一方面，如果政府不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秩序很可能从道德共同体向道德无政府主义转型，这种转
型会进一步呼吁和扩大政府的干预，个人受到更多的强制的压迫型政府。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使用过多的强制，也会替代道德秩序中个人的自我约束作用和社会自身的内在约
束作用，使得社会秩序重新回到道德共同体状态。
　　因此，中国社会秩序的转型及其结构改革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
度和中国能否建立与道德秩序相适应的公共政策体系，取决于中国的政府能否适应中国秩序的转型而
进行重构，从而成为道德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而不是道德无政府主义的制造者和道德共同体的回
归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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