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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更容易使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合作偏离 

区域一体化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竞争实 

际上是如何完成上级政府任务的绩效竞赛或政治锦标 

赛。从宏观层面而言，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动力与压力主 

要来 自于上级政府。中央和上级政府通过掌控着各地 

方政府所渴求但又并非各方均能获得的某些稀缺资 

源，如资金、项 目，特别是地方官员的政治升迁与政治 

荣誉等，从而行使对竞争的裁决。对一个具体的地方政 

府而言，它首先要服从上级政府的领导，所以，地方政 

府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一种在压力型体制下如何完 

成上级政府任务的绩效竞赛。从微观层面而言，在实践 

中，地方政府间竞争往往又会转换为地方政府主要官 

员间的竞争。同一级别的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无论是 

省、市、县还是乡镇一级，彼此都处于一种“官场晋升” 

的博弈中，合乎情理的逻辑机制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 

主要官员采取合乎情理的行为，也就是为了实现社会 

承认，使 自己在晋升博弈中胜出，就要向上级政府展示 

自己的政绩水平，想方设法传达出一种政绩信号。这 

样，地方政府间竞争就必然成为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向 

上级政府传达自己政绩信号的重要载体。在信息不对 

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及其主要官员必然会选择以弄 

虚作假等违法违纪的形式或者虽然合法合纪但是违反 

经济规律的、忽略地方发展实情的投机，而非真抓实 

干、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实绩。而且，在政绩锦标赛的压 

力下，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攀比性的博弈不可避免，此时 

的竞争已经变成了过度竞争。因此，无论是协调地方政 

府间关系还是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都只能在一定程 

度上化解地方政府问的利益矛盾，而无法完全实现地 

方政府利益追求与地区公共利益之间的共融并最终实 

现区域公共利益最大化。 

中国行政 学研究何 以迈 向真 实 的实 践 

何艳玲在 《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 8期撰文认 

为，在方法意义上，指向实践的行政学不是指行政学研 

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性，而是指行政学的研究对象 

应该指向在既定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各类行 

动者(包括行政组织及与其互动的市场组织、其他社会 

组织)的实际行动。作为行政学研究对象的实践，则具 

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实践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基本事 

实，而不是逻辑推演甚或虚构出来的。为了更好地表明 

实践的这一特征，我们可以将“指向实践”的行政学研 

究进一步修正为“指向真实实践”的行政学研究。其二， 

实践不是固态的、静止的、结构性的、毫无生气的，而是 

动态的、流动的、过程性的、活灵活现的，“如同在印象 

派画家的眼中，空气和阳光是流动的一样”。指向真实 

实践的行政学研究，其意义在于：不漠视 “丰富的真 

实”，直面并承认真实行政实践中所有的细微区别，哪 

怕它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假设中，或者看起来似 

乎并不会证明我们的假设。事实上，可能能够真正实现 

本土化的行政学知识往往就“躲藏”在这些细微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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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更有意义的是，如果放到国际行政学科层面来 

看，中国化的行政学问题往往也是现有“西方化”行政 

学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因而也可能构成整个行政学 

科的前沿问题。因而也可以说，行政学理论的中国化对 

整个行政学科的发展也意义重大。事件分析是行政学 

研究指向真实实践的初始技术。事件分析对于许多行 

政学研究问题 ，不管是一直受关注的、宏观层面的行政 

决策研究，还是经常被忽略的、更微观领域的行政沟通 

及行政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研究，都将是有效且具有解 

释力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进入事件”后又“跳 

出事件”，并将事件做一般化、类型化的处理，以形成可 

以对话的概念或者理论。在这种慢慢积累的事件研究 

中，我们才可能真正突破宏观与微观的虚假对立，以行 

政学的专业想象力在实践中捕捉个别现象与整体结构 

之间的微妙关联。 

中国 医改框 架 的理论 验证 

王虎峰在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 4期撰 

文认为，从新医改方案的整体结构上看，新医改方案主 

体框架是四大体系，也就是媒体所称的“四梁”。这“四 

梁”指的是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 

系、药品供应体系四大体系。这与作者提出的中国卫生 

医疗体制改革的范畴不谋而合。新一轮医改将以这四 

个领域为重点，按照各自领域产品的相应特点，设计相 

应的供给方式和政策走向。从各个领域的基本政策走 

向上看，新一轮医改将公共卫生服务产品界定为公共 

物品，其供给体制采用政府供给的方式，政府负主要责 

任；将医疗服务产品界定为准公共产品，其供给体制采 

用政府和市场混合的方式，突出基层在医疗卫生服务 

中的作用；在医疗保障领域，对各项医疗保障项目进行 

了细分，社会医疗保险作为准公共产品由政府为主组 

织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私人产品由市场运作，医疗 

救助由政府供给；在药品供应领域，将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作为政府干预的重点，在加强质量和可及性监管的 

同时，鼓励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新医改方案“四位一 

体”的政策框架用“四领域分析法”验证可知，新医改框 

架依据各个领域提供产品的相应属性，采用了与之相 

适应的供给和筹资体制，政府和市场的角色也予以较 

为科学的界定。总的来说，新医改方案的整体框架是正 

确的，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按照新医改方案的框 

架精神配套和执行政策。 

进一步 完善我 国城市低 保制度 的政策 建议 

刘喜堂在 2009年 8月 12日《中国社会报》撰文指 

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十多年的实践表 

明，低保制度保障了城市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维护了 

社会稳定，较好地发挥了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的作用。 

同时，城市低保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作为 
一 项新生事物，还需要根据制度执行中遇到的问题，不 

断创新、发展和完善。1．着手建立城市贫困监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