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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化与制度变迁》

内容概要

《利益分化与制度变迁: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政府社会管理制度变迁的动因、路径、方式和效
益，是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改革的重要课题。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科学发展观与政府
管理改革”的子课题“当代中国政府管制性制度变迁研究：以当代中国城市户籍制度变迁为例”，《
利益分化与制度变迁: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以当代中国城市户籍制度的变迁作为研究对象，采
用利益分析途径，回答了四组问题，得出四个基本结论。(1)制度为什么要发生变化？谁是制度变迁的
主体？在财政刺激和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变迁的实施主体。(2)制度如何变迁？为何如此变
迁？复合型制度变迁是制度变迁的独特路径。(3)地方政府以什么工具推动复合型制度变迁呢？地方性
管制政策是复合型制度变迁的丁具。(4)复合型制度变迁的效益如何？在地区性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户
口利盗的差序格局仍然存在。《利益分化与制度变迁: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作者王清在此基础
上，尝试提炼基于利益扩散式变迁和利益分流式变迁之上的复合型制度变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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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清，湖南汨罗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法学博士（政治学），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现
在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中
国政治和政府管理制度。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改革”（项目编号
：04&amp;ZD015）研究，主持其中的子课题“当代中国政府管制性制度变迁研究：以当代中国城市户
籍制度变迁为例”；独立主持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和四项其他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十
七篇，其中四篇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王浦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
教育部政治学基地）研究员兼副所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委员会政治学科评议组副组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政治学教材首席专家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受会政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部召集入。1998年被评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
，2002年被评为教育部“全国优秀青年教师”，2006年被批准为中央“四个一批”社会科学理论人才
。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编撰《政治学基础》、《选举的理论与制度》、《政府向社会
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回顾与规划（2006-2015》等作晶，主译《政治生活
的系统分析》、《东亚模式的启示》、《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等作品。在《北京大学学报》、《政
治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教育部跨世纪人才项目、
民政部与世界银行等多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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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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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操作层次。操作层次的主体主要是个人，即社会中的个人获得城市户口和户口利益的过程
。个人的行为可能推动地方政府改变政策，以寻求一系列新的规则和制度来改变公民的选择域。这些
行动可能是完全无意识的行动，行动前不一定是为了改变户籍制度，但是，他们客观上影响了制度变
迁。第四章所分析的流动人口对暂住证的规避导致暂住证失效，地方政府只能寻求新的制度形式，这
个案例反映的就是操作层次上的制度变迁。但是，在第二章，我们已明确指出，户籍制度的变迁是一
项典型的政府供给型变迁，为了简化分析，我们没有考虑社会需求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就没有过多
的关注操作层次的制度变迁。　　宪法、政策和操作三个层次的制度各自发生变迁，同时，三者之间
相互作用：宪法层次上的制度变迁导致政策层次上的制度发生变迁，由此影响操作层次中的个人行动
，同样，操作层次的个人行为的变化可能引起地方政府在政策层次上的反应，政策层次的改变是宪法
层次上的制度变迁的前提。我们可以用图6.1，把制度变迁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概括出来。　　需
要强调的是，本书没有研究宪法层次和操作层次的制度变迁，而只研究了政策层次的制度变迁，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所说的复合型制度变迁主要是指政策层次的变迁。具体来说，制度变迁的主体是
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制度变迁的工具是地方性管制政策。这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地方的实
际情况，运用不同的政策，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个过程使得制度变迁具有地域性、临时性的特点。如
何将这种临时性的政策，推广为全国性的宪政制度，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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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人类智慧的结晶
2、对很多问题豁然开朗
3、了解国家制度改革，深入剖析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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