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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学科之眼与学科视野作为一个日常用语，人们通常是在对“眼睛看到的空间范围”①的“大
小”加以比较的基础上使用“视野”这个词的。
比如，对于“全局视野”、“世界视野”、“开阔的视野”的强调或呼吁，总是同对于“局部视野”
、“民族视野”、“狭窄的视野”的反思与批评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里，涵包更“大”的视野通常被视为要优于涵包相对较“小”的视野，视野的大小往往被视同于
目光的长短，甚至被视同于心胸的宽窄，带有明显的褒贬色彩。
　　这样一种日常用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很难适用于对学科特性的分析。
其原因在于，不同的学科都有其自己的“眼睛”，即所谓“学科之眼”。
这些学科之眼本身是自足的，是不依附于其他的学科之眼的，它们相互之间具有不可比性。
用这些不同的学科之眼所“看到的空间范围”——亦即所形成的“学科视野”——也就具有了不可比
性，无所谓哪个学科的视野宽，哪个学科的视野窄。
　　比如，在笔者看来，政治学使用的是“权力”之眼，经济学使用的是“利润”之眼，这便是两种
不同的学科之眼。
权力之眼看到的是与权力的形成及运作有关的一切现象，如此而构成政治学的学科视野，或日政治学
的空间范围。
利润之眼看到的则是与利润的产生及分配有关的一切现象，如此便形成经济学的学科视野，或日经济
学的空间范围。
在这两种学科视野——学科的空间范围——中，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者整个国际社会都
可成为审视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视野与经济学视野便没有宽窄之分。
　　进一步来看，当政治学与经济学把目光投向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国家或者整个国际
社会时，各自搜寻的目标是不同的。
政治学搜寻的是上述单位、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中的“权力”现象，或者说所关注的是这些“空
间范围”的政治学层面；经济学搜寻的则是这些单位、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中的“利润”现象，
或者说所关注的是这些“空间范围”的经济学层面。
这样，在不同的学科之眼的审视下，表面上相同的空间范围（群体、地区、国家、国际社会等）实际
上便具有了不同的内涵。
确切地说，在各自的学科之眼的审视下，不同学科所看到的其实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学科自身的空
间范围，或者说形成的是本学科自己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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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科之眼与学科视野作为一个日常用语，人们通常是在对“眼睛看到的空间范围”的“大小”加
以比较的基础上使用“视野”这个词的。
比如，对于“全局视野”、“世界视野”、“开阔的视野”的强调或呼吁，总是同对于“局部视野”
、“民族视野”、“狭窄的视野”的反思与批评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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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野中的教育（代序）第一章 导论一、确定议题的过程二、几个概念的界定三、已有研究述评
四、理论视角及分析框架五、研究方法第二章 相关背景一、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二、教育行政体制的
分权化改革三、地方政府利益及其竞争第三章 地方政府教育治理模式变革的实践一、无锡市经济、社
会简况．二、“管办分离”改革前的无锡市教育治理模式三、无锡市教育治理模式“管办分离”改革
四、上海浦东教育“管办评联动”机制改革五、两相对比第四章 地方政府教育治理模式变革的理论解
释一、政府职能定位的几个基础性认识二、“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改革的分析三、激励与地方政府
教育治理四、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大五、地方政府教育治理模式的移植六、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治理模
式变革的因素七、地方政府教育治理模式变革的机制第五章 结语一、回头看研究二、评说研究对象三
、理性对待外来的模式四、为官僚制正名五、走向“社会参与型”教育治理模式变革参考文献附录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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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权中居于“基石”位置，是
国家权力在特定地域上的物化形态。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有效运作。
那么，地方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
地方政府是国家政府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受各国自然条件、历史发展、社会文化、建国方式、政治体制框架、宪法秩序以及政治发展的道
路等多重原因的影响，人们对地方政府的认识也不相同，歧义纷呈。
　　在西方地方自治程度较高的一些国家，地方政府通常被人们视为地方自治；在中央集权的国家，
人们又称之为地方行政或地方政权。
如此一来，反映在学术界，就有了不同的对“地方政府”概念的界定，比如《世界百科全书》把“地
方政府”定义为：指一个国家统治或管理的各色各样分支机构，与最高政府相区分。
它的功能主要是管理和司法，而且它主要由教区或市政区组成。
①这个定义的特点是：①具有悠久的自治传统，这个传统源自中世纪君主的特许状，这在英国尤为突
出。
大多数西方学者承认所有的政府都与从家庭、宗教和部落中发展出的地方政府有关。
而全国政府是由地方政府逐步合并而形成的。
这些地方政府便拥有自治的传统和历史。
②在政治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它不能享有主权，这以美国为典型。
《美国百科全书》认为：“地方政府，在单一制国家，是中央政府的分支机构；在联邦制国家，是成
员政府的分支机构。
”③根据上述定义，地方政府从属于国家政府或联邦政府。
从属地位所带来的是拥有主权的高一级政府可以创设或解散地方政府机构，也可以增加或减少其职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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