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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地方社会转型：以义乌为例》运用“国家一社会”关系为总分析框架，选
择浙江义乌这个新兴商贸城市为个案，以其中极具活力的商人群体形成发展为研究切入点，通过探究
其带给地方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层面的客观变化，试图从中揭示我国社会转型的一般
路径特质、行动昔逻辑及可能的演进趋势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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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大学，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生导师，浙
江省科社学会、省政治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社会学会、浙江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
2002年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
第十届浙江省政协委员。
独立主持并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省规划课题7项。
获得省政府奖等省（部）级学术荣誉奖多项。
在省级及以上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10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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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是实行“管办分离”，同时积极培育新型市场建设主体和市场监管主体。
1993年在义乌市场已经具备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能力时，政府果断地在全国率先实行“管办分离”
，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使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市场主办者变为政府控股的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市场的建设、发展和经营，而
工商部门则承担主要的管理工作。
1999年义乌又成立了市场贸易发展局，专门负责市场的规划、市场之间的协调分工等。
政府的主要精力则用于为市场交易活动提供稳定的、公正透明的、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体制框架。
“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协同管理，保障了市场向着健康、有序、规范的方向发展。
” 三是义乌在全国最早、最彻底地推行了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财政是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内容，是政府职能在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体现。
由于财政职能的发挥不仅会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更会受到政府行为的内在制约和影响，
并造成一定的职能偏差或失效，因此一定时期的财政职能与政府职能范围、作用方式密切相关。
同时，财政收支制度极大地影响着政府职能的界定，并且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在推力。
通过改革公共财政体制，调整和规范财政收支安排，以促进“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公
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
把市场视为地方经济发展命脉的义乌政府，始终对此保持着一种应有的自持与理性。
义乌政府很早就有规定，只准工商部门一家向小商品城商户收费，其他任何部门一律不准插手。
2000年开始，义乌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彻底的综合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开始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
，形成了“一个笼子管收入，一个口子管支出，一个盘子编预算。
财政监督全过程”的财政运行机制。
同时，各政府部门的资金福利待遇也按照统一考核的实绩核发，而不再与罚没等收入挂钩。
这一改革从制度上割断了部门的“权”与“利”的联结，有效抑制了政府部门寻租性“创收”的内在
冲动，从而较好地缚住了政府的“掠夺之手”。
 四是义乌推行了较为彻底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据统计，近些年来义乌通过多轮审批制度改革，共清理出涉及43个行政职能部门的499个项目，废止78
项。
为进一步降低企业营运成本，优化投资环境，2005年义乌又取消了10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同时还
在全市实行收费公示制度；让群众来监督行政收费过程。
成立于2002年10月的“365便民服务中心”，则将涉企涉民频率较高的服务项目置人“中心”进行操作
，为群众提供规范、高效、便捷的行政服务。
与此同时，着力加强部门“一窗对外”服务窗口、镇街便民服务站建设，以市365便民服务中心为核心
的市、镇街（部门）两级联动的便民服务体系已初步形成，并以此努力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变：从审批
型向服务型转变、从管理型向监督型转变、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从单一型向综合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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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地方社会转型:以义乌为例》讲述了社会转型是社会学经典议题，无限丰富且充
满张力的中国社会转型正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海内外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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