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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公共管理》内容简介：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协调与公共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问题，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各国和各地区的实际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虽然说，通过多元
主体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实现区域的协同治理。但是，
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持续的。因此，必然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含混不清、持
续变化，并且充满悖论的现实世界里，这个世界唯一可以预测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不可预测性。在现实
中，能否实现多元主体的互动，能否使得多元主体真正地参与到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协调和公共管
理中，是我们最为疑虑的。因为，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下，无论是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还是执
行过程中的监控、实施结果的评估等并没有完全公开，许多时候非政府的多元主体都被排除在了体制
之外。可以说，我国的民主型政府、阳光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尚未真正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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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7.4网络治理的途径合作网络的途径是在&quot;网络管理&quot;的框架内整合上述三种途径而形成
的。事实上，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指的是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众多的公共行动主体彼
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
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出现在管理公共事务的大舞台上，这些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联
合起来，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合作网络关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集体行动。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中
的政治协调与公共管理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络管理系统。也就是说，合
作网络途径综合考虑了政府层面和非政府层面。　　在合作网络治理模式上，贝娅特&middot;科勒一
科赫（BeateKohler-Koch）认为，当今欧盟已经不完全是多层级治理模式的&quot;三明治&quot;体系，
而是一种多层次、网络状的治理模式。①她提出，除了传统的&quot;国家主义&quot;、&quot;多元主
义&quot;与&quot;和谐主义&quot;的治理模式，&quot;交织主义&quot;即&quot;网络治理&quot;已经成为
政府治理的第四种机制。并且认为，国家主义、多元主义、和谐主义治理机制主要适用于某个民族国
家或行政区政府，而网络主义治理机制则适合于特定的跨国或跨行政区的区域共同体。在省域经济发
展中，许多问题都属于特定的行政区域；而从各个市县来看，又属于跨行政区的区域。所以，网络化
的治理恰好迎合了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作为合作网络治理的途
径则继承了&quot;政府掌舵而非划桨&quot;和&quot;自组织网络&quot;的主要观点，综合考虑了政府层
面和非政府层面有关治理的用法，用它来描绘相互依存的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对当代公共管理的环境
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合作网络的治理理论看来，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多元主
体之间的权利依赖与合作伙伴关系在运行机制上必然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多元主体可以通
过对话来增进理解，从而各自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能够实现良好的合作管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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