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袁2014 年全国城镇化率

达到 54.77%袁中国已步入城市社会袁城市成为人们

生产尧生活尧工作的主要场所袁同时袁快速城市化的中

国也面临着各式城市病袁 如流动人口剧增尧 环境污

染尧暴力犯罪日升等遥 城市街头是各社会群体休闲尧
活动的公共空间袁 是国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政治剧

场袁是都市政治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和温度计袁更是观

察现代都市治理的窗口遥本文拟从街头暴力的视角袁
回顾晚清以来中国都市政治的经验与逻辑袁 并试从

这一视角对都市政治研究做一拓展遥

一尧城市政治院都市里的国家与社会

城市政治乃是以权力的起源尧获得尧形式以及权

力的使用等方面的研究为中心的[1]渊P5冤遥 城市政治具

有两大特征院其一是邻近性袁其二是数量众多遥 邻近

性表现在城市空间的紧密关系袁 其中的行为主体能

够频繁地相互影响曰 数量众多是指地方政府所要处

理的事件非常多袁不仅利于定量研究袁也为定性研究

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渊P25-27冤遥 正是由于城市政治

的集聚特征袁城市成为现代社会斗争的重要剧场遥当
代都市政治研究多集中在政党尧选举尧社区权力尧领
导力尧阶层尧贫困尧犯罪等话题上遥中国城市化起步较

晚袁城市政治研究相对单薄遥本文将探究城市里的国

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城市政治的重要议题遥

渊一冤传统都市社会的构成

罗威廉尧王笛尧施坚雅等历史学家对中国城市的

发育尧 街头文化尧 社会治理等方面给予了长期的关

注袁为今天的都市研究提供了参照系袁韦伯是他们共

街头暴力：城市基层政治研究的进路与拓展

魏程琳

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袁陕西 杨凌 712100冤

摘 要院都市街头是政府与社会交互作用的政治剧场袁也是现代暴力的集中展示区域袁更是观察都市

治理的窗口遥 晚清以来袁国家权力逐步渗入城市街头社会这一由地方精英和社区主导的治理领域袁以警

察为代表的现代城市管理体系迈出了重要一步遥 都市街头秩序如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都市政权控制街

头暴力的能力和方式遥 作为国家与社会的分界线袁街头暴力将成为当代城市政治研究新的学术话题和学

术增长点遥 从宏观的国家政治尧抗争政治到微观的街头暴力尧街头治理袁城市政治的研究范式已经转换遥
聚焦都市街头暴力与治理经验的治理视角尧国家能力理论尧经验机制分析方法将共同助推城市政治研究

的发展遥
关键词院城市基层政治曰国家与社会曰街头暴力曰抗争政治曰街头治理

中图分类号院C 912.8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0原260X渊2017冤04-0115-08

收稿日期：2016-12-20
基金项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2017RWYB13)曰杨凌示范区科技局项目野杨凌示范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

市管理体制创新研究冶渊2016RKX-06冤曰教育部 2014 年重大攻关课题项目野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研究冶渊14JZD030冤
作者简介：魏程琳袁法学博士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袁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与城乡基层治理研究遥

第 34 卷 第 4 期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灾燥造援34 晕燥援4
圆园17 年 7 月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杂澡藻灶扎澡藻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穴匀怎皂葬灶蚤贼蚤藻泽 驭 杂燥糟蚤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雪 Jul援 圆园17



同的对话对象遥韦伯认为行会尧社团等社会组织的兴

起对现代城市公民社会有重要意义袁而中国的种姓尧
家族制度严重阻碍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兴起 [2]遥 这一

判断遭到后来学者的质疑遥贝克指出袁城市化程度越

高的地区袁维持宗族的可能性就越小袁越是接近农村

的地区袁宗族越容易保持联合袁因此最强大的宗族位

于城乡连续统一体的低端要要要农村集市袁 这与普通

农村相差无几[3]渊P594-619冤遥 既然城市社会与宗族组

织互不相容袁那么城市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钥谁在支

配城市社会钥
罗威廉对晚清帝国时期渊1796-1895冤的移民商

业城市汉口给予了持久的关注袁 并形成两部重量级

史学著作叶汉口院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曳渊1984
年版冤尧叶汉口院 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曳渊1989
年版冤遥罗威廉认为商业行会以其旧日的胎体孕育着

有生气的现代资本主义萌芽袁 是推进汉口稳步前进

的车轮遥 行会以同乡为基础袁 以同业为纽带并行发

展袁 成为化解商业尧 社会冲突的重要机构 [4]渊P297-
309冤遥 1678 年汉口第一个非地缘同业行会要要要米市

公所草拟了一份奏章呈请地方官府批准袁邓拓指出袁
这是整个社会经济史上无法替代的里程碑袁 它标志

着野城市阶层冶渊市民冤自我意识能力的出现[5]遥在政府

能力虚弱的晚清时期袁行会商人成为城市社会的主导

者袁在赈灾尧治安尧慈善等方面影响巨大袁城市公共事

务中开始出现一个新型的野私人主导冶模式[4]渊P150冤遥罗
威廉通过对中国城市行会制度的研究对韦伯的判断

提出质疑袁他认为 19 世纪的中国汉口实质层面的自

治已经实现袁它渊社会冤拥有真正的权力袁并在官方与

地方社会领导层之间达成了某种复杂的平衡 [4]

渊P414冤遥 在随后出版的叶冲突与社区曳中袁罗威廉重点

关注了城市劳动阶级袁不同于上部作品的精英视角袁
在此他重点强调了城市居民是如何通过社区集体的

力量去控制日常生活中的暴力[6]渊P2冤袁以回应学界认

为 19 世纪中国城市是混乱的尧难以管理的阐释模式遥
19 世纪中国城市缺乏强有力的政府袁取而代之

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精神认同之上的社区自治

体系遥 与芝加哥学派[7]渊P7-9冤一致袁罗威廉倾向于将

邻里街巷这一组织空间看做一个联系紧密的社会袁
认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组织和动员资源[7]渊P95-101冤遥
然而袁在汉口的公益机构如善堂尧粥厂以及冬防尧防
洪尧防火尧文化等公共品供给中袁我们看到的仍是城

市精英的身影遥与罗威廉关注精英群体不同袁王笛重

点探讨了街头公共空间属性及市井社会的构成和日

常运作遥王笛指出像偏远乡村和小城一样袁作为省城

的成都实际上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袁 市民在由地

方精英引导的尧非官方组织的社会中生活袁街头不仅

是交通尧商业和娱乐的场所袁而且是邻里凝聚的基本

单位[8]渊P87冤遥街头文化不仅为民众自我认同提供了营

养袁而且也是抵制精英文化入侵袁适应新的社会尧经
济和政治体制的一种武器遥在警察局建立前袁国家权

力尚未触及成都城市街头尧邻里组织的空间袁市民享

有相对较高的自治权袁 他们根据需要一定程度上自

由地使用城市公共空间遥 王笛对内陆城市成都的考

察与罗威廉对商业城市汉口的观察得出同样的结

论要要要传统中国城市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自治的遥
威廉窑怀特在叶街角社会曳中展示了 1930 年代美

国意大利裔贫民窟的社会义务要要要互惠关系网络 [9]

渊P287冤袁素德窑文卡特斯在叶城中城院社会学家的街头

发现曳则展示了 1990 年代美国芝加哥城黑人贫民区

的黑社会犯罪组织与社区生活的密切联系[10]遥 罗威

廉在晚清武汉也观察到了国家权力边缘地带的社会

形态袁他毫不隐晦地指出袁那时汉口的犯罪与病态活

动一定程度上是在有组织的 野黑社会冶 控制下进行

的袁许多犯罪具有职业性遥
在晚清帝国都市研究中袁 我们看到城市社会是

一个由社会精英主导尧邻里街坊参与的自治型社会袁
在这里实现了野没有警察的治安袁没有国家的治理冶曰
同时袁我们看到城市社会由三个群体构成院一个强势

的精英群体袁 一个普通大众群体和一个秩序威胁者

群体袁底层或边缘群体成为都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遥

渊二冤都市街头的国家

晚清帝国城市社会自治与国家权力的衰落同时

出现袁 说明国家权力的缺位给社会自治以空间遥 那

么袁国家在城市治理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钥
施坚雅通过对中国核心大都市区的考察袁 为我

们提供了晚清帝国城市治理体系的宏观构造 [3]

渊P327-417冤遥 施坚雅指出袁清代的地方行政安排非常

适合帝国内地区结构的现实袁 这一设计的基本战略

是袁 根据在大区结构中的地位来调整县级区划的规

模要要要使核心里高税收部分的县级人口达到最大程

度袁 使地区边境上易受侵袭的不安全地带的县级面

积达到最小程度曰 整个体系最大的成就是治所的细

致分级袁它忠实地反映着各地区的核心要边缘结构尧
治所在经济中心地层级中的级别尧 管辖范围和各种

管理任务的相对特色遥城市是帝国的缩影袁他们或多

或少是一个权力无限国家的产物袁他向人们证明袁一
个前现代的朝廷能够巧妙地节约使用和调度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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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着的官僚政权遥施坚雅同时指出袁官僚政府可能

把形式一致性因素强加于城市袁但实际上袁地方行政

表达了而非压抑了城市体系功能上的差异性 [11]

渊P402冤遥
在对汉口的研究中袁 罗威廉展现了一个摇摇欲

坠的清帝国政权在街头暴力应对上的疲乏无力感遥
1894 年袁由于不满革新派发布的限制自由设立摊点

的法令袁汉口数千名野摊民冶与当地治安力量发生暴

力冲突袁砸烂了几栋官方建筑袁似乎野即酿大变冶袁后
来在商业领袖刘选青的调解下得到妥善解决 [6]

渊P257冤遥 在汉口信贷市场发生危机时袁官僚政府也积

极强调债务人的义务并周期性地制定信贷的基本规

章制度袁以降低市场带来的社会骚动袁结果无效袁反
而是新的尧私人的组织野汉口钱业公所冶逐步稳定了

信贷市场[4]渊P217冤遥 汉口官府街头治理行为主要体现

在饥民骚乱尧抗税尧罢工尧摊民抗议以及秘密教派起

义造反等危及政权的举动上遥
相比罗威廉的大事记笔法袁 王笛的成都街头治

理研究显得更加细微尧连贯遥成都街头日常生活中不

乏暴力冲突袁诸如对偷盗者的当众惩戒尧茶馆里的生

意冲突尧族群间以及市民对农民的排斥性冲突尧集聚

街头的乞丐施暴等等遥 为了实现良善的街头社会风

气和秩序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袁成都街头出现两股

革新力量院一是肇始于 19 世纪末由非官方的精英人

士领导的维新运动袁二是由清中央政府主持尧地方政

府倡导的 20 世纪初的野新政冶[8]渊P157冤遥 精英人士按

照他们的理想模式袁改造民间文化渊戏曲冤袁重建公共

场所渊商业中心尧公园尧剧院冤袁结果遭到民间社会的

抵制遥 成立于 1902 年的成都警察机构袁标志着国家

权力正式入驻街头袁当时的警察扮演三种角色院负责

地方治安尧进行城市管理尧推行社会改革[8]渊P197冤遥 警

察的街头管理向着现代市政管理机构迈出了第一

步袁他们的管理行为受到城市精英尧改良者和诸多居

民的欢迎袁但这些措施侵扰了那些野利用街头丰富资

源的人冶袁 带给底层民众的不是更好的生活和欢乐袁
而是更多的限制遥

与施坚雅对帝国精致的都市治理体系的赞扬态

度不同袁罗威廉尧王笛等人指出袁权力软弱的国家在

街头治理中只能发挥有限影响袁 都市治理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精英和社区组织袁在此背景下袁城市社会自

治的出现顺理成章遥同时袁我们也看到在现代国家政

权建设中袁国家权力正在向城市社会渗透袁以警察为

代表的现代市政管理迈出了重要一步遥

二尧街头暴力院都市政权与
民间社会的分界线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的重要命题袁 既往研

究在二者的划分上要么将国家与社会截然对立袁要
么将二者模糊融合或用野嵌入冶等词语描绘二者的交

融状态遥这种模糊划分无法有力地分析二者的关系袁
笔者认为袁 国家要社会范式亟需在人们日常生活经

验中寻找新的分析支点袁事实上袁暴力这一隐藏于日

常政治生活中的经验就是其中一个遥 常见的街头暴

力成为都市基层政权渊国家冤与民间社会的分界线遥

渊一冤国家政权垄断合法暴力

都市街头素来都是暴力的集中展示区域袁 暴力

的范围和形式从日常的纠纷冲突到街头抗议尧 骚乱

和街头革命袁不一而足遥在现代国家政权与暴力的关

系上袁 马克思与韦伯两位社会学大师给予了经典而

一致的界定院国家政权是合法暴力的垄断者遥 野理性

的国家是垄断合法暴力和强制机构的统治团体冶[11]

渊P730-731冤袁即只有当国家允许时袁人们才被赋予应

用有形暴力的权利遥马克思尧韦伯界定了国家的暴力

内涵要要要野一个在国内获得了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

权的组织冶袁蒂利则通过西欧的强制与资本史进行了

经验论证袁 他指出陆地战争促成了国家组织袁野随着

国家武装力量的持续建设袁平民武装的解除袁国家逐

渐地垄断了暴力使用权力冶[12]遥
国家是合法暴力的垄断者在当代世界各国得到

广泛认同袁 以至于后来的学者不再论证国家垄断暴

力的起源与过程袁而直接讨论国家暴力的应用遥曼根

据国家与社会不同的互动方式将国家权力区分为两

个层面院一是专断性权力渊despotic power冤指国家精

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尧 制度

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袁 即国家依自

身意志单方面地表达和行动的权力曰 二是基础性权

力渊infrastructure power冤指国家渗透进市民社会袁在
事实上有效贯彻实施其意志的权力袁 即通过社会获

得的权力渊power through society冤[13]遥专断权力是以国

家暴力为基础的强制权和专横权力袁 此类权力在现

代社会遭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袁 因而曼主张各国着

力发展基础性权力袁 以加强国家的控制力和社会稳

定遥 吉登斯指出袁现代国家监控性暴力蔓延各处袁这
一方面来自通讯与信息储存手段的高度发展曰 一方

面是国家内部绥靖的发展使国家的制裁能力从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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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使用暴力转变为渗透性地使用行政力量[14]遥 暴力

行使的隐蔽化表明现代国家基础能力在不断增长遥
从政治理论和法律条文上讲袁 国家是合法暴力

的垄断者遥实践中袁国家只是其所要统治的边界内组

织混合物中的一个组织袁社会中的不同单元野使用微

妙或并不微妙的奖惩要要要有时包括彻头彻尾的暴

力要要要试图达到其目的冶[15]袁在争夺社会控制的过程

中袁即便是来自那些分散的尧小型社会组织的微弱抵

抗袁国家也并不容易战胜袁因为很少看到有国家能成

功建立统一有效的规则[16]渊P185冤遥尽管在这条法理上

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显存在的尧 以暴力使用权为基准

的界线一度模糊袁但是袁它为国家进入社会控制暴力

提供了无可置疑的合法性袁 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确

立起来遥都市街头秩序如何袁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都市

政权控制街头暴力的能力和方式遥

渊二冤都市政府对街头暴力的控制

谁是城市街头暴力的施加者钥 在中西方学者和

城市居民的眼中袁外来人口尧边缘人是城市秩序的威

胁者袁贫民区是城市暴力的聚集地遥 罗威廉[6]渊P261-
297冤尧王笛 [8]渊P209-220冤所描绘的中国城市街头的地

痞流氓尧赌棍尧乡勇尧难民尧流浪汉尧乞丐以及劳工帮

伙都被视为危险群体袁他们争抢地盘尧打架斗殴尧趁
火打劫尧偷盗抢劫尧贩毒尧拐卖人口等等袁几乎无恶不

作遥 欧美国家同样将边缘人群如流氓地痞尧 摇滚青

年尧 盗匪帮尧 妓女甚至黑人视为社会危险的肇因[17]

渊P18-21冤袁在愤怒的市民要求下袁美国的很多市长不

惜动用权力来控制不当乞讨行为袁 限制年轻人和未

成年人深夜上街袁 通过逮捕社会边缘人来管理一座

城市仍是一种倾向遥
怀特[9]渊P450冤和素德[10]的美国贫民区研究为城市

暴力提供了更为翔实的经验院贫民区街头被黑社会组

织控制袁辖区内黄赌毒泛滥袁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暴

力尧枪击事件屡见不鲜袁辍学少年成为黑社会的后备

力量和最底层经营人员曰黑社会组织之间也在控制暴

力的出现袁因为暴力会损害他们的非法利益袁营利是

他们使用暴力和不使用暴力的最佳根据袁这再次印证

了汉娜窑阿伦特[18]关于暴力的工具性判断遥
改革开放之初袁 中国城乡社会出现刑事犯罪高

潮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不断增多袁给人民的财产

和人身安全带来重大威胁遥 1983 年起袁中国公安部

门展开野严打冶行动袁历时 3 年 5 个月袁共查获各种犯

罪团伙 19.7 万个袁查处团伙成员 87.6 万人袁全国共

逮捕 177.2 万人袁判刑 174.7 万人袁劳动教养 32.1 万

人袁全国治安状况有了明显好转[19]遥 针对犯罪分子的

嚣张气焰袁1996 年中国公安部进行第二次全国范围

内严打行动袁 当年全国刑事立案数比上年下降

5.4%袁重大刑事案件比上年同期下降 1.7%袁这是 1949
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全部和重大刑事案件同时下降的

情况袁社会秩序得以再次稳定袁人们的安全感和对政

治体系的认同感再次得以提升[20]遥 据靳高风[21]统计袁
2000 年到 2012 年袁全国公安机关刑事尧治安案件的

立案数逐渐上升袁 全国法院刑事案件的收案数也在

增长遥 全国群体性事件 2008 年达到 9 万多起袁到
2011 年达到了 18 万多起[22]遥

中国尽管尚未出现如拉美尧 印度等国家已经定

型的贫民窟袁但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袁城市成为一

个机遇尧风险尧犯罪尧暴力集聚的场所袁以上刑事犯罪

和群体性事件多在城市发生遥 如何理解城市暴力的

性质钥暴力的根源是什么钥根德罗认为暴力有一个根

源院被否定尧被排斥尧承受着痛苦的主体变成了暴力

施动者袁 尤其当他们的苦难和不幸被掩盖和被忽视

时袁 简言之袁 城市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衍生了暴力[17]

渊P105冤遥 如果我们聚焦城市日常的街头暴力冲突袁暴
力的根源则更显直接尧清晰院都市街头暴力经常是因

摊贩争抢位置尧治理者规范市场秩序尧帮派之间抢生

意尧黑社会之间抢地盘等现实利益而产生曰贫民区街

头的暴力和枪声多因黑社会之间尧 混混帮派之间争

权夺利而起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治安工作中袁暴
力是不法分子谋取非法所得的工具和衍生品袁 在群

体性冲突事件中暴力既是抗争的产物也是利益博弈

的工具遥因而袁城市街头的暴力不是城市共同体生活

失败的征兆袁 而是现实生活中不同群体间具体利益

冲突的表现袁是底层/边缘群体对国家妨碍其使用街

头丰富资源的抗争或者是边缘人融入城市的产物遥

三尧抗争还是治理院城市政治
研究的范式转换

抗争政治范式曾经在城市政治研究中占据主导

地位遥 抗争政治指的是袁 发生在诉求者 渊makers of
claims冤和他们的诉求对象渊objects冤之间偶尔发生

的尧公共的尧集体的相互作用袁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

渊a冤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袁或
者是要求的赞成方曰渊b冤 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袁将
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23]遥 蒂利指

出野我们要么直接与政府打交道袁要么便是参与到那

些影响政府权力尧规章及利益的活动中袁政府在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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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出现或缺席很是紧要冶[24]渊P10冤遥国家的介入是集

体抗争具有政治性的关键袁 国家在其中最为常见的

角色是集体抗争的对象袁 蒂利所讲的抗争政治故事

无一不是针对国家体制尧政策提出的抗议行动袁可以

说袁 抗争政治具有强烈的对抗国家尧 反抗体制的色

彩遥
作为一种副产品袁 暴力常常出现在常规性抗争

与对抗性抗争之中遥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少数派团

体的暴力方式为政治精英们提供了以国家暴力应对

抗争的合理性袁 而 20 世纪 90 年代更激烈的伊斯兰

主义运动也因此为更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合理性证

明[24]渊P29冤遥在一定程度上袁抗争政治成为当前中国学

界分析群体性暴力事件尧 官民冲突事件的一个重要

分析范式袁在这里袁抗争政治研究有两个前提假设即

国家强权和群众诉求合理袁 国家成为单一的被诉求

对象遥例如袁于建嵘就将当前街头暴力群体事件或泄

愤事件的发生归结为野底层民众的抗争行为冶[25]渊P4冤
和国家压制的后果[25]渊P162冤遥 总体上看袁国内社会群

体抗争以小规模尧弱组织尧无外援尧非对抗性尧日常抵

抗为主[26]遥
近二十年来袁 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步伐远超越以

往的任何时代袁 治理理论逐渐成为城市政治学的主

流话语体系袁 后现代主义的滥觞和地方治理的碎片

化也使得城市政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渊P1冤遥 政

治问题永远是谁统治谁的问题袁 而治理则是一种由

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袁 其主体不必然是政府也不必

须靠国家强力保障遥 在过去 20 年袁野治理冶一词被用

于表示公共行政的一种变化袁 即从有计划地关注层

级和政治与行政之间尧国家与社会之间清楚的界限袁
到有组织尧有计划地强调网络尧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

的重叠角色袁 以及国家与社会行动者的重叠角色 [1]

渊P165-181冤遥
近年来袁 我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发生重大变

化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 国家从社会和私人领域逐渐退

出袁 社会自由空间逐步扩大袁21 世纪的中国进入了

野后全能主义时代冶遥在后全能主义时代袁执政者仍然

惯于使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政治资源袁 以刚性方式

来排除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与危机袁
具体地说袁野自九十年代以来袁 中国政府通过抑制激

进自由派与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保守派这两极政

治势力的政治参与袁 并通过对民间政治参与的严格

限制袁来实现政治稳定袁并以此来创造有利于市场经

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冶[27]遥 为从根本上解决政治社会诸

领域内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袁2004 年以来中央政府

逐步形成了以野科学发展观冶为核心的治国新理念袁
将经营性行政转变为以公共服务为本的治理体系袁
并将法治化尧规范化尧技术化和标准化作为行政建设

和监督的核心议题袁 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提出有力促

进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善袁中国政府正在野从总体

性支配向技术性治理冶[28]转变遥
基于以上变化和原因袁 笔者认为治理这一具有

包容性的视角更适用于研究城市政治袁 进而理解当

今中国街头的暴力事件遥 西方国家元治理地位的回

归 [29]以及中国的国情都提醒我们袁尤应注意国家在

城市治理研究中的中心地位遥

四尧城市基层政治研究的拓展

街头暴力作为都市政权与民间社会的分界线袁
为我们考察都市政治提供了新视野遥 然而袁国内学者

尚较少关注街头暴力治理这一话题袁更谈不上系统的

研究方法和理论袁基于国家政权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

地位袁笔者在此着重介绍可能对当前中国城市政治研

究拓展有益的国家治理理论及经验研究方法遥

渊一冤理论资源院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能力的概念源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国家学派提出的野国家能力冶理论遥 面对日益贫瘠的

理论资源以及国家制度性因素的凸显袁 国家学派的

学者提出野将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冶[30]渊P1冤袁并强调国

家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袁进而从野国家自主性冶出发提

出了国家能力的概念遥 斯考切波将国家能力界定为

野国家在实现其公务目标袁特别是通过克服强有力的

社会集团的反对力量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能力冶[30]

渊P22-26冤遥米格达尔则指出袁国家能力是野国家通过种

种计划尧 政策和行动实现其领导人所寻求的社会变

化的能力冶袁它表现为野影响社会组织尧规置社会关

系袁 抽取资源和拨款或以特定的方式使用资源冶[31]遥
在中国袁王绍光尧胡鞍钢是国家能力概念的引入者袁
他们将国家能力定义为野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尧目标转

化为现实的能力冶[32]遥
国家能力显然是相对于社会并放在 野国家要社

会冶关系视角下提出的概念遥埃文斯的国家社会协同

而非零和博弈的观点[33]为国家治理概念的诞生提供

了空间袁因为只有国家与社会从传统的统治要反抗尧
竞争要博弈关系转为协同治理关系时袁野国家能力冶
才得以转化为野国家治理渊社会冤冶的能力遥

从曼的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区分出发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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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光将国家基础能力进一步细分为院强制尧汲取尧濡
化尧认证尧规制尧统领尧再分配尧吸纳和整合等 8 项能

力[34]遥 其中规管渊regulation冤指的是政府对人们和组

织外部行为的监督和管理袁 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

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的能力之一遥 城市街头公共空间

治理是典型的规管行为要要要政府对公共空间的使

用尧环卫尧审美等方面予以监管袁如前所述袁剧烈的社

会转型和城市化给中国城市管理带来巨大挑战袁城
市管理中的暴力冲突不断出现袁 亟需学者进入研究

并提供相应的对策遥
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的政

体形式袁 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例如国家体制的适

应性尧 有效性和稳定性以及国家创制并贯彻政策的

能力[35]遥 街头暴力研究关注城市政府的街头治理能

力即执法能力遥正如福山明确指出的野国家的本质就

是执法袁即拥有委托一名身着制服尧手持枪支的人去

强迫人民遵守国家的法律这样一种最高权力冶[36]遥 执

法者往往面临复杂多样的社会情形和政府压力袁野同
级的国家部门和政党官员袁 以及包括商人和酋长在

内的私人部门强人冶[16]渊P256冤都会带来执法偏离目标

的后果遥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袁强化他们的国家

制度的基础力量渊执法能力尧治理能力冤是当务之急遥
中国正处于快速现代化尧城市化阶段袁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袁 暴力冲突集聚城市并在街头

展示袁能否有效控制街头暴力及其潜在的政治社会危

机有赖于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袁这再次说

明野国家冶这一要素在城市治理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遥

渊二冤研究进路院经验研究与机制分析

当今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尚未定型袁文化尧价值呈

现多元化形态袁 大量进城农民非正规就业加剧了本

已复杂的城市公共空间的管理工作遥 不同于西方的

是袁中国尚未启动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袁进城农民仍

保有返乡的选择权袁他们在城市就业失败尧生活失意

或面临经济危机时可以退回乡村以获得体面而尊严

的生活袁 这样一来袁 城市内部就无游民聚集的贫民

窟袁西方都市中的工人阶级尧无产阶级与政府的硬性

冲突尚不会在中国出现袁 中国城市治理具有相当的

结构弹性袁这是中国城市治理独有的资源和优势遥
对一个政治尧 经济尧 社会和文化都处于变化中

的尧又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大国进行分析袁经验研究正

当其时遥然而袁如何使经验研究或者个案研究具有代

表性成为困扰学界的一大问题遥 机制分析为个案的

代表性提供了一种可能遥 机制分析指一组被明确限

定的事件袁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袁以相同或者颇为类

似的方式袁使特定要素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变的原理袁
诸机制的组合则形成过程[24]渊P360冤遥 简单地讲袁机制

就是多个要素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关联袁 具体环境的

改变并不影响这种逻辑必然性遥 经验研究的机制分

析就是要在复杂的经验现象间抽取关键要素形成关

键性联系袁然后通过修正机制不断深化尧提炼中观机

制和中观概念袁 最终发现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背后

的规律遥关注中观机制尧扎根基层经验的机制分析方

法袁 将使得中国城市基层政治研究更接地气尧 有灵

气遥

五尧结 语

现代性孕育稳定而现代化则滋生动乱遥 处于快

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中国袁 面对的最大问题乃是保

持经济发展中的政治社会稳定遥 当前城市已成为中

国人生产尧生活尧工作的主要场所袁矛盾尧暴力随着人

口进城而汇聚都市并在街头释放袁故而袁街头暴力不

但是研究城市政治的重要视角而且应该是国家治理

的重要议题遥可惜的是袁这一重要议题尚未进入主流

研究的视野遥
当前国内城市政治或城市治理研究多集中在单

位制解体后的影响尧业主维权尧非政府组织尧邻里组

织等方面遥总体上看袁城市社会组织呈现出依附性等

特征袁面对高度流动尧高度不确定的复杂社会时其缺

陷将更加明显 [37]遥 被寄予厚望的业委会尧NGO 等社

会组织并未承担起重建城市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

使命袁社会自治的理想还很遥远遥来源于西方的公民

社会理论有着深厚的地域特征和历史背景袁 未必适

用于当代中国都市遥与其执着于西方理论袁不如深入

中国经验发展适合于国情的尧 产生于中国土壤的理

论和解释体系遥 关注都市政治生活经验的街头暴力

研究可以视为一个尝试和努力遥
为了避免研究中的强烈预设袁 当前国际学界提

出的野治理冶视角尤其适用于中国城市研究袁这将对

盛行于国内的抗争政治研究范式产生冲击遥 具体到

街头暴力这一城市政治的重要议题袁我们要回答院国
家治理街头的动力在哪里钥 谁将从街头治理中获益

或受损钥谁又将导致街头的失序和混乱钥执法者在不

同的治理地形中采取哪些治理策略以应对不同群体

的诉求和暴力袁 又会产生哪些不当行为吞噬国家权

力的正当性钥越是深入城市治理的腹地袁我们越是难

以清晰而肯定地指出都市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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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域尧灰色治理尧复合式治理尧国家与社会共谋尧相互

型塑等等词汇袁 都只能描绘这一治理形态的一个面

向而非全部遥以上问题深嵌于国家与社会转型之中袁
当多元主体治理结构趋向稳定袁 层级治理结构有效

减缓硬性冲突袁一个更多协商和平等交流尧更少暴力

的城市政治社会将会出现遥

参考文献院
[1] (英)乔纳森窑戴维斯,(美)戴维窑英布罗霄编.城市政治学理

论前沿 渊第二版冤[M]. 何艳玲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2] (德)马克斯窑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类型学[M].康乐,简
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5.

[3]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等译. 北京:
中华书局,2000.

[4] (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M].江蓉,鲁
西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 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渊第二版冤[M]. 北京:三联书

店,1979.183.
[6] (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M].鲁西奇,

罗杜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 (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要要要芝

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M].宋俊玲,郑也夫译.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2.
[8] 王笛. 街头文化院 成都公共空间尧 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渊1870-1930冤[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9] (美)威廉窑富特窑怀特.街角社会院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

会结构[M].黄玉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0] (美)素德窑文卡特斯.城中城院社会学街的街头发现[M].孙

飞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74-84.
[11] (德)马克斯窑韦伯.经济与社会渊下冤[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12] (美)查尔斯窑蒂利.强制尧资本与欧洲国家院公元 990-1992

年[M].魏洪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4-104.
[13] Michael Mann. States,War,and Capitalism[M].Oxford: Blac-

kwell, 1998.5-9.
[14] [英]吉登斯.民族尧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

书店,1998.377.
[15] (美)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M].李扬,郭一聪译.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2013.12.
[16] (美)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M].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2009.
[17] (法)索菲窑博迪-根德罗.城市暴力的终结钥 [M].李颖,钟震

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8] (美)汉娜窑阿伦特.共和的危机[M].郑辟瑞译. 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3.112.

[19] 孙中国,李健和.中国严打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9.
[20] 唐皇凤. 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要要要中国社会治安治理

中的野严打冶政策研究[J].开放时代,2007,(3):115-129.
[21] 靳高风.2012 年中国犯罪形势与刑事政策分析[J].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2013,(2):1-10.
[22] 应星.中国的群体性抗争行动[J].二十一世纪,2012,(12):

17-25.
[23] Doug McAdam , Sidney Tarrow ,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1.7-8.

[24] (美)查尔斯窑蒂利,西德尼窑塔罗.抗争政治[M].李义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25] 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0.

[26] 吕德文.灰色治理与城市暴力再生产[J].开放时代,2015,
(4):158-182.

[27] 萧功秦.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J].战略与管理,2002,
(6):82-88.

[28]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

30 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104-127.

[29] Dunleavy et al. New Public Management is Dead要要要Long
Live the Digital Era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Public Ad鄄
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袁2006,16(3):467-494.

[30] (美)彼得窑埃文斯等编.找回国家[M].方力维等译. 北京:三
联书店,2009.

[31] J.Migdal.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 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14-51.

[32]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

版社,1993.6.
[33] Evans, P. Government Action,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鄄

ment: Reviewing the Evidence on Synergy[J]. World Devel鄄
opment,1996,24(6):1119-1132.

[34] 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J].华中科技大学学

报渊社会科学版冤,2014袁(3):8-10.
[35] (美)塞缪尔窑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
[36] (美)弗朗西斯窑福山.国家构建要要要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

世界秩序[M].黄胜强袁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7.6.
[37] 李友梅.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

种新路径[J].社会,2008,(6):1-14.

揖责任编辑院周琍铱

第 4 期 魏程琳院街头暴力院城市基层政治研究的进路与拓展 窑121窑



野The Internet +冶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Opportunities, Predicaments and Solutions

GEN Yong-zhi, WANG Xiao-bo
(College of Law,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Abstract: It is hard for traditional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to settle the structural disloca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野The Internet plus冶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have advantages in information, cost, efficienc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t can better resolve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However, this mode has disadvantages such as big investment, long investment recovery period, and being less
attractive for investment. When promoting this mode, w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risk of 野investment alienation冶, and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ternet use disorder for the elderly, low market convergence, and difficult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The SWOT analysis indicates to develop 野the Internet plus冶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we need to make use
of various types of services such as pioneering type, transformational type, defensive type and diverse type,
accelerate development, expand the market, fend off the risks of investment alienation, make full use of the Internet,
depend on big data and robotics to provide customized 野the Internet plus冶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and construct a
new format of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with smart technology.

Key words: the Internet;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SWOT analysis曰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with smar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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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 Violence: Route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Grassroots Politics Researches

WEI Cheng-l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haanxi Rur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t Northwest A & F Uni鄄
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City streets are the political arena where state and societ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also places
of modern violence. Above all, they are windows on urban governance. Since late Qing Dynasty, the state power has
gradually permeated into city streets dominated by local elites and communities, among which modern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represented by the police is an important step. The order in the street, to some extent, depends
on the ability and methods of the urban government to control street violence. Be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street violence will be new topics of interest in th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urban politics. Researchers on
urban politics have shifted their focus from national politics and contention politics to street violence and
governance. Focus on street violence and governance experience, the study of the state capacity, and experience
mechanism analysis will help develop the studies of urban politics.

Key words: urban grassroots politics; state and society; street violence; contention politics; stree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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