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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策执行的“共识式变通”

基层的政策变通执行问题普遍存在。但现有研

究都习惯性地以“控制一反控制”关系定位上下级

政府间关系,从而导向了以“压力强化”为特征的策

略应对,但这并没有缓解基层的政策变通执行。反

之,基层政策变通执行是行政共同体内的上下级之

间就政策执行达成“变通共识”的结果。这一结论揭

示了基层政策变通执行的纽织学逻辑,有助于从三

个方面对现有理论进行深入的对话与讨论。首先,

行政共同体的理论发现对“控制一反控制”关系具

有反思意义。其次,行政共同体的功能呈现有助于

补充压力型体制的理论研究。压力型体制能够得以

维系不仅依赖于压力本身的强化,还必须依赖一定

的弹性要素与压力刚性相平衡,而行政共同体正为

压力型体制提供了“减压阀”。最后,行政共同体的

客观存在也隐喻了解决基层变通问题的策略预判。

从现状看,“行政共同体”介乎于临时性的组织形态

与稳定性的制度规范之间,会根据不同的政策、地

域等特点呈现出不同的边界。

(张翔,《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4期,原题《基

层政策执行的“共识式变通” :一个组织学解释一

基于市场监管系统上下级互动过程的观察》,李蒲满

薛刚摘)

城中村改造的政府空间治理

城中村改造必须据弃“大量生产一大量消费一

大量废弃”的“产品一资本”关联逻缉在空间生产领域

的渗透。破除这一关联逻辑与物质空间决定论、理性

主义、机械主义、“一张白纸作图”的梯合,回归到可持

续人居这一空间生产的理论逻辑,以房屋使用价值这

一核心价值回归为焦点,重构城中村改造中空间再生

产图景。首先,推动多元主体共治。以空间正义为基本

价值取向进行空间再生产,推动多元主体共治,消除

城中村改造主体的外部性,尤其是正视城中村居民的

城市权利和差异权利,使他们能够真正有效地参与到

城中村改造当中。其次,促进程序公正。以空间正义为

基本价值取向进行空间再生产,促进城中村改造过程

的包容性、开放性、消除改造知识的去地方化、消除基

于改造公共性目标的改造过程的整体性、统一性。最

后,实现成果共享。以空间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进行

空间再生产,实现发展结果的包容性,改变以资本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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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与技÷亏挛主义为支撑的“大拆大建”改造模式,消

除改造岩栗绅士绅化倾向,促进改造成果的多样化和

改造成吴与千益的共享。

(吴莉姬,《行政论坛》2019年6期,原题《论城

中村改造的政府空间治理》,李溃游 薛刚摘)

→} 国际关系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

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结构性互

动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

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

的重叠领域,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

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

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因此,人工智能在国家

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就极易在“界域与有效性”“效

能与可靠性”以及“竞争与稳定性”之间出现矛盾。

尤其是在因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所导致的力量失衡

以及安全格局的转变下,国家安全就极有可能在

国家竞争的稳定性、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与技术应

用的稳定性三方面遭受巨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

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已

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

全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

悼论的关键所在。

(阑天舒等,《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1期,原

题《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

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张萍摘)

人工智能与未来十年的国际关系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智

能时代,未来十年左右的国际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

化。在世界经济发展层面,人工智能既顺应了2017

年以来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趋势,为新一轮世界经

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也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挑战,

非但无法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所引起

的问题,甚至会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助推一次破

坏程度更大的经济危机产生。在全球武装冲突层

面,人工智能虽然暂时不能让全球军事力量对比产

生根本变化,但是会在各国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

刺激西方国家对中小国家发动战争的意愿,加剧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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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范看÷三三三.=三三三÷三.≒畸袭击与核扩散的

风险互琶三三一三二二 三三谅政治互动层面,人

工智琵≒手二三乏二二三三考效能,使国家之间的

外交话三二寻二三委三二亏市三妻国际权力角逐的面貌

发生享÷亏三∴.三÷.三卞富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

宣传浅主主二三子亏式二

(黄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6期,

张萍摘)

→卧 法学

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智

慧法院建设,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智慧法院建设

要获得全面成功,除了要遵守国务院以及最高人民

法院的相关规定外,还应当确立若干基本准则,以保

证深化智慧法院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根本路径。一是

尊重司法规律与尊重信息化规律并重,要自主判断

数据关联的可靠性,不过度依赖定量分析,也不要忽

视基于实践形成的经验。二是系统、平台建设与审执

实际相契合,一方面对已经建成的系统和平台进行

评估,另一方面要对新项目进行立项评估,进一步发

挥大数据支持和保障审执工作的重要作用。三是对

内融合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加强法院内部各纽成部

分以及各系统、平台间的融合,智慧法院建设与国家

信息化建设相融合,提高审执信息对公众的开放程

度和能力。四是提高司法工作效率与保障网络信息

安全有机统一,保障智慧法院安全高效发展。

(谭世贵等,《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6

期,原题《我国智慧法院建设的实践、问题与对策》,

刘鹏摘)

加强自贸区内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在自贸试验区定牌生产商标侵权领域,立法机

关可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定牌生产商标侵权

的标准。在立法理念上,应充分考虑中国对外加工

贸易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并结合国际保护愤例和

中国未来知识产奴保护制度的发展方向,确立适合

于自贸试验区定埠生产当前发展和长期发展的商

标侵权标准= 墓于这样的理念,自贸试验区定牌生

产中的商标案叔标准应遵循宽严相济的标准,一方

面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定牌生产商标侵权间题上

的立场,将产品全部销往境外而不在中国境内销售

的定牌生产商标使用行为置于侵权之外,但对于委

托方故意利用定牌加工形式生产和销售假冒商品

的违法行为则一律以侵权论处。另一方面,在自贸

试验区平行进口贸易领域,立法部门可放开在商标

领域的平行进口,暂时禁止专利权和著作权领域的

平行进口。平行进口将降低商品在国内市场的售价,

放开在商标领域的平行进口有利于中国消费者。

(李建忠等,《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9年6

期,原题《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的完善一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王博摘)

→睡 社会学.教育学

民族地区反贫困70年的启示

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视角看,民族地区反

贫困工作为未来民族地区进一步开展反贫困工作,

尤其是新形势下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

距,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一步支持民族地

区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民

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取得成就的根本保证;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取得成就的

制度基础;政府主导并承担主体责任,是民族地区农

村反贫困事业取得成就的内在要求;外援帮扶与民族

地区自我发展相辅相成,是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实践

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从单向扶贫走向合作共赢,是

民族地区多途径多模式反贫困实践取得更大成就的

重要机制;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责任,这样一种共识是民族地区反贫困得到全国人

民支持的社会基础;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是促进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方式。

(刘小氓,《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11期,原题

《民族地区反贫困70年的实践与启示一基于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王宁摘)

市域社会治理的路径

目前的社会治理基本上呈现出内卷化态势,基

层创新花样繁多,但难以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造成

的结构性问题。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适逢其时,一

则契合于当前中国实际需要,可以发挥城市引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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