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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治理中的行政协调研究》是在理论研究和实证调查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由金太军提出总体思路并确定全书篇章结构，金太军、张劲松、沈承诚、袁建军、施从美分头撰写有
关章节，最后由金太军统稿完成。
全书分为当前沿江行政区域间协调的基本思路和实施困境；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衔接互动的
沿革与反思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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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
1987年起在江苏省委党校任教，1999年作为高层次引进人才被南京大学破格评为政治学教授，2000年
起历任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行政管理系主任、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南京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特聘教授。
现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全国青联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兼学习委员会委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
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管理科学》等刊编委、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江苏省政治学会副会长等。
　　金太军长期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区域治理、公共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是江苏省政治学和行
政学界中青年学者的代表人物，江苏省迄今唯一社会科学类“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江苏省“333高
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首批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地方
政府与社会管理”首席学科带头人。
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等课题8项，出版个人专著6部，在《中国社会科
学》、《政治学研究》、《战略与管理》、《管理世界》、《哲学研究》等权威或核心刊物发表论
文100余篇，被引用5200多篇次，获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
2003年通过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评选，2004年入选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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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区域公共产品和其他公共产品一样都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但是，其也有一些独特的特性。
首先，区域公共产品具有供给与需求主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导致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的
复杂和灵活性。
区域公共产品涉及区域内两个以上管理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和矛盾冲突，因此，其博弈关系比一般公
共产品更为复杂，需要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才能达到集体行动，从而生产出解决区域公共问题所需要
的区域公共产品。
其次，区域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地理依赖性以及外部的溢出性。
区域公共产品提供地点的不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外部性溢出的范围大小和受益人口的多少，如果
不从全局出发，只考虑地方利益和地方保护，则区域公共产品的效能和效率会大打折扣，最终影响到
整个区域共同利益的实现，不利于区域公共问题的解决。
目前，沿江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边界地区交通设施的不完善等，都是这类情形的典型例证。
最后，区域公共产品，尤其是其中的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通常都比相应层次的国家或地方公共产品
具有覆盖空间范围更大、生产规模更大、投入更大的特点，对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有着较高的要求
。
国内区域公共产品也比一般的地方公共产品具有更大的规模效益，从而也要求其生产和提供达到一定
的规模或水平，才能发挥其应用的规模效益和辐射作用。
这在国内所谓区域竞争力“比拼”的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其实质就是对区域公共问题谋求共同解决
之道，通过集体行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从而使其达到一定规模并取得最佳效益。
此外，区域公共产品还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导致其范围和界限具有相应的不确定性，其受益人群也会
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
其原因在于：区域公共产品涉及区域和公共产品两个要素，公共产品本身随着技术和社会条件的发展
而不断演变，而区域更是一个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技术进步、通讯和交通的改善以及国际、国内政
治、经济和文化不断融合、互补、发展而演变的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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