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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白杰相识，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
他原先学的是历史，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毕业后到北京市的区级政府工作。
出于工作的需要以及对理论探讨的执着，他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深造，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指
导老师是李汉林教授。
汉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当时在上海大学兼任博士生的指导老师。
白杰在修完上海大学的博士课程以后，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进行博士论文的调查和写作，并能在北京不
时求教于汉林，获得悉心指点。
果然名师出高徒，白杰的论文当时就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他显然是一位学者型的政府官员。
　　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街道办事处权力运作逻辑》一书正是白杰博士，也是作为首都北京一名
街道办事处领导的白杰主任的论著。
既是一个街道主任的工作手记，还是他结合多年的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从学者的视野来分析他的工
作和他的工作机构。
全书实际上既是作者对自我工作的解剖，也是一个从外在理论出发的解析。
这是给学界，也是向社会公众发表的一项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这本专著在理论构架上富有建树，研究资料也相当翔实可靠，所以当白杰将书稿送我希望我能为之出
版写个序时，我在先读为快之余，十分高兴能借此尺蠖，为之推介。
　　从中国的社会事实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看，中国是一个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文明特
点的政治国家。
正如法国学者谢和耐所指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功能强大，并和其他领域的（军事、宗教、经济）的
功能相比处于绝对的优势。
美国学者A.吉登斯也曾注意到，中国的官员一般都认为普天之下只有一个社会，他们把国家行政管辖
的范围列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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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方基层行政是“国家”和“地方”间连续谱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新中国开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以来，街道办事处始终是地方基层行政的形态和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的
中介。
随着国家发展向常态社会的转型和治理方式由运动治理向常态式治理的转变，街道办事处自身的组织
形态、地位、结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
本书以街道办事处为研究对象，以街道办事处权力运作为研究内容，通过个案解析，观察当下中国都
市街区中地方基层行政与街区组织间的互动逻辑，试图探索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方法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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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杰，男，1970年5月生，北京市人，满族，历史学硕士，法学博士，公务员职业。
一直服务于北京地方基层行政工作。
2000年以来，先后担任团区委书记、街道办事处主任、街道工委书记、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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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宏观层面的社会转型在街道办事处应对社会控制中的体现，是地方基层行政应对社会转型的
组织重塑和制度重建过程，也是他们在街区中重建社会结构的一种努力。
　　从街道办事处与街区中其他组织来看，单位制下街道办事处与街区中的各种行政组织，特别是区
政府工作部门的派驻机构，同驻一街来往甚少。
从地位上，这些机构由于离区级政府更近一些，在街区中的地位还高些。
条块虽然分隔，但矛盾并不突出，这主要是由于各自可调动的资源都相对有限。
随着单位制向后单位制的过渡，街区中行政权力的互动频率与对资源的争夺逐渐凸显，条块矛盾以及
如何解决条块矛盾的探索伴随其间。
街道办事处开始被动地与地区行政执法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如恩威关系、利益交换、运用体制性资源
等）寻求保持街区社会秩序的合作机制；通过整合街区内的社会资源，变管理者为服务者，将区域社
会单位的资源转化为社会建设的资源和发展区域经济的资源⋯⋯当这种被动的资源互换使互动双方都
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利益时，一种主动的合作动机便产生了，加以“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等宏观话语的导引，街道办事处开始主动地承担起街区权力枢纽的核心作用，通过建构组织将街区内
的有关行政资源纳人一个组织体系内，发挥组织的优势并通过制度化不断强化组织。
与区域社会单位，则是通过搭建稳定的对话沟通机制和问题处理机制，增强互动的有效性，并努力将
其纳入街区中以行政组织或类行政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中⋯⋯　　对地方政治精英而言，随着社会
“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限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①，地方行政如何在街区社会控制中，将各种社会力
量联结为一种新型社会关系并将其稳定为一种结构，既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给地方行政和政治
精英留下了充分的创新空间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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