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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行为联邦制”》

内容概要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是从行为方式的视角对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进
行概念化的首次尝试。尽管中国并没有一种联邦形式的政府体制，但作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日益遵循联邦制的原则在运作。联邦制作为中国的一种运行机制被置于研究
之中。作者将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定义为“行为联邦制”，并在书中对它的起源和动力做出详细的分
析。这一体制主要由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驱动——政府间的放权化和全球化。当1980年代实施的经济
放权导致“行为联邦制”的形成时，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加速了这一过程并越来越施加影响，使之表
现出制度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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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
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
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
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
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
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
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
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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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行为联邦制”》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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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行为联邦制”：中国中央—地方关系中的组织、过程和规范
中央—地方关系的“行为联邦制”和结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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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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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影子与未来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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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改革年代的中央—省关系
小结
第四章“行为联邦制”之下的自主发展：放权之后的江苏
调整发展战略
财政改革，改变投资模式和工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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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企业家化和乡镇企业
小结
第五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政府间放权下的浙江
商业传统及其对现代浙江的影响
政府间放权下的政策调整
财政放权和投资模式的变化
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发展
国家扶持与非国营部门的成长
温州模式：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小结
第六章强制和政策实施：政府间再集权下的广东
广东“地方主义”的形成
后毛泽东时代广东的“地方主义”
广东的“地方主义”：超出界限
对广东“地方主义”看法的改变
反对广东“地方主义”的运动
干部任命制度的局限性
在调整中央—地方关系上先行一步
小结
第七章集体谈判与中央—地方互惠：“行为联邦制”中的省际联盟
省际联盟形成的制度根源
中国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
作为联盟的经协会：与中央的集体谈判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构建省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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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第八章中国“行为联邦制”的未来
省：不确定的期望
“行为联邦制”的动力
作为半独立单位的省政府
“行为联邦制”的制度化：一种政治解决方案？
图形目录
表格目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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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行为联邦制”》

精彩短评

1、杨光斌提出的“单一制下的经济联邦主义”似乎概括的更好~~
2、从放权到选择性再集权，以及可能的选择性制度化，都是以现实为导向的。郑永年很敏锐地观察
到中国式改革的内在逻辑，并且运用一个极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对其加以阐释。但同时，对于中国的
未来，郑似乎又只能以西方的逻辑认为中国应从行为联邦制向某一种联邦制（constitutional federalism
）转型，而似乎忘记了作为单一制国家相对制度化的行为联邦制（de facto federalism），在核心逻辑上
对制度化的排斥。
3、看了之后有些失望，不是自己想要的书。
4、90年代末期郑永年的博士论文，07年英文吧出版，13年中文版在大陆出版。因为写作年代的“限制
”，作者重点探索78年之后大约20年来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央--地方关系，总体呈现放权与极权循环更
替的现象，但是每一次的“循环”形式内涵却大为不同。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节虽说有三种方式
，互惠还是最占据主导地位的，其功能更像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对于中国几个区域的个案分
析，总体感觉所举的苏浙粤三个东部经济强省，更有与中央的谈判实力，地方主义滋生明显，更像“
行为联邦制”，基本单位是一个省；中西部不发达省份运用省际联盟形式的联邦制，那么中西部的区
域格局是否会更像施坚雅的八大区域和建国初期的几大”局“。另外十多年的时间又过去了，”行为
联邦制“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5、一本在框架上有洞见并且有料的书目
6、作者的博士论文，今天来看，毫无新意，不推荐
7、许多政治学的研究，创造一个新概念或新术语，并进行解释与分析，本书也不例外，所谓“行为
联邦制”，不过就是财政集权与分权的一个模糊比例的组合。但论证还算扎实，毕竟是二十年前的书
了。翻译很认真，为其中文版增色不少。
8、前三章的阅读性很强

9、没有想象中的好，比较琐碎，但也不乏一些有趣的观察。
10、一直在谈中国地方权力比其他同类国家更大，可是似乎没有实证数据比较来佐证，这也导致“行
为联邦制”的提法显得勉强。总体上还是挺不错的。
11、强调地方之于中央的主动性自然重要，但“行为联邦制”的名头有些大吧。
12、郑永年的博士论文
13、不想写书评了实在是没心力= = 理论三章4星，江苏4，浙江3，广东5，西南六省3，最后的展望是
败笔！就这样吧
14、本书内容在于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央地关系。“行为联邦”不同于“法理联邦”，地方权力
只来源于中央，从汉字“省”本身以及“省”这个行政机构的发展历程即可看出，“省”的法理意义
在于中央派出或执行机构。该书从纵向讲述从毛到江央地放权收权过程；从横向角度，讲述了“行为
联邦”的四种模式。
15、还算不错吧
16、不失为一种观点。研究问题限定在2000年之前。在这之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异化的尤为剧烈，制
度化安排至今迟迟未能建立。
17、这本书不值65元这样一个定价，25元还差不多⋯⋯
18、观点其实也就是一篇专栏的含量，以后还是看他的点评类文章，扩成书就有些水了
19、第一部分对结构研究方法（全能主义多元主义细胞元模式）、过程的研究方法（中国政治体系各
个组成部分之间互动过程的影响）和文化的研究方法（文化可以解释政治联盟的本质、政治行为的预
期、对权力关系的态度，甚至是政治组织的基本力量）做出的综述启发很大值得一读，二三章开始开
始对作者提出的“行为联邦制”的概念进行内涵和外延上的阐释，四五章是行为联邦制下中央和地方
关系相对和谐两个类似的案例，广东则是一个过度放权的例子，第六章则是地方中较弱的势力联合与
中央谈判的例子，这些例子大多在形式上雷同，史料堆砌，养分较少。与其说郑永年提出了什么理论
不如说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而这一概念恰好抓住了“中央所需的，是隐藏在“行为联邦制”中的创造
性模糊”这一心理。联邦制不可能制度化，不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意识形态但其治理结构可以利用
20、前半部分给予了很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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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行为联邦制”》

21、描述很精彩，理论概括和政策建议另论。废藩置县是正道。
22、⋯⋯
23、政治学。鉴于即将开始一些关于地方财政的研究，用两天时间重温了郑永年这本书，里面提出的
文化研究法和新范式的找寻让我很大启发。要做充分的准备，才能做出最好的结果。
24、视野被转换之后，可以看到新的见解。
25、让我第一次思考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果还有关于台湾这些年的阶层关系转变的资料做对比
就更好，好吧，哥是个懒人，只想汲取别人成果.....
26、内容不错，但翻译真的很差劲
27、知识系统性强 学术价值高 分析务实详尽
28、第一章文献综述和第二章“行为联邦制”的提出很值得一看，第七章西南6省经济协调会是当时少
见的材料。作者提出中央地方关系基于强制、谈判、互惠，但在第一章中强制、谈判包含互惠，边界
很模糊。关于经济学现有文献解释decentralization部分，作者看法还是挺一般。总之值得写个大纲。
29、行为联邦制 de facto federalism
30、作为九十年代的博士论文，对中国央地关系的观察放在今天（尤其是反腐背景下）也很有启示意
义；不过描述多于分析，照陈明明的说法，央地关系还是应该放在国家社会关系的格局下来考量。
31、终于得见郑老师的博士论文，联想至克强总理的话，地方政府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真是温情而
卑微得不行。
32、每个大国都有这样的中央-地方相互影响和控制的策略，所以还是抛开标签，研究放权和博弈过程
的为好。而且若然把为了经济发展的政治放权理解为中央的无力，就会忽视了政治关系的其他方面。
当然这本书还是不错的，江浙粤的分析颇见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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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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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行为联邦制”》

章节试读

1、《中国的"行为联邦制"》的笔记-第1页

        一般来说，研究中央--地方关系的学者广泛采用的三种主要研究方法分别是：结构的、过程的和文
化的。
结构的方法，可以再细分为三个次模式，即全能主义模式totalitarian model、多元主义模式pluralist
model和细胞元模式cellula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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