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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 N E S E   P U B L I C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城市是人类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创造的人居环
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国家工作全局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针对城市发展存在的一
些突出问题，中央做出一系列改革部署，要求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创新城市治
理方式，加强精细化管理，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
享。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破解“城市病”，既要针对实际
问题寻求对策，也要深化理论研究，认识、尊重、顺应城
市发展规律，完善城市治理体系。

杨宏山教授的专著《转型中的城市治理》（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版）是近年来城市治理研
究领域的一部新作，出版后产生了较好反响。本书聚
焦于中国城市治理改革中的一些重大议题，如制度变
迁、运作模式、市县关系、基层治理、公共服务供给、市政
绩效评估等，力求澄清一些认知误区。本书注重理论分
析和制度比较，展现了城市治理领域的前沿研究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市场机
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力越来越大，社区自主治理也
在发展之中，中国城市管理逐渐告别了全能主义运作
模式，在实践中形成了新型跨界运作模式。它依赖于
政治权威的动员和整合，调动多方主体及其掌握的资
源来实现治理目标。《转型中的城市治理》将这种跨界
运作界定为“整合治理”模式，剖析了整合治理的发生
背景、运作方式和实际成效。针对整合治理模式存在
的社会风险，尤其是政商联盟现象及伴生的寻租和腐
败问题，作者提出推进向社会赋权、发展互惠性规则、
完善协商民主等制度建设。

杨宏山教授一直致力于城市治理研究，本书是他
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取得的成果，得到北京市社
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支持。本书出版后，《北京日
报》理论周刊刊发文章进行导读，央视财经频道“第一
时间”栏目先后进行推介和导读。本书提出的新概念、
新观点，提炼的新模式、新机制，提出的改革思路和建
议，对于深化认知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对于改进城市治
理具有实际应用意义。

第一，本书从公共服务的视角，对城市的性质做出
新的界定。本书将城市界定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集
聚地，提出城乡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优质公共服务资
源的集聚程度，政府治理不可能完全消除城乡之间的

公共服务差距，需要树立底线思维，制定基本公共服务
的底线标准，并通过城乡规划、转移支付等手段，优化
资源空间布局，保障农村居民也能获取不可或缺的基
本公共服务。

第二，本书基于实践运作，剖析了中国城市治理的
新模式。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体制外
单位掌握的资源不断增多，地方政府直接支配的资源所
占比重下降，但仍肩负着“无限责任”，需要应对各种经
济社会问题。面对“有限能力”和“无限责任”的悖论，
政府部门依托公共权威，对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
成了整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存在一定风险。

第三，本书针对城市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街
道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街道办事处承
担的行政职责越来越多，在实际运作中面临着“责大权
小”的困境。为化解街居体制面临的矛盾，近年来，一
些研究者提出撤销街道办事处，由区政府直接指导社
区建设。本书提出我国市辖区的面积和人口规模较大、
公共服务任务重，需要设置街道办事处，强化其在城市
基层治理中的综合协调和监督职能。

第四，本书针对公共空间供给存在的问题，提出加
强社区公共空间建设的新思路。针对城市居住区公共
设施现行规划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作者借鉴新加坡

“邻里中心”建设经验，提出引入邻里中心理念，推进邻
里中心建设，制定邻里中心规划设计指标，增加城市居
住区公共空间供给，尤其要保障公益性服务设施供给。

第五，本书通过制度分析和案例分析，提出改进城
市治理绩效评估的可行路径。绩效评估是改进城市公
共服务的重要手段，绩效评估具有内部控制和外部责
任两种模式，内部控制注重执行力和效率导向，外部责
任模式更关注公众满意度。本书提出整合两种评估模
式，兼顾内部控制和外部责任，识别利益相关者，扩大
满意度测评在绩效评估中的权重。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缩影，城市善治则国家善
治，探索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可为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可靠的经验支持。本书
立足于本土制度环境，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城市治
理的制度变迁，提炼出解释性框架，探讨了重要领域的
制度发展，值得学界同仁和实践部门认真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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