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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体育产业协同创新中心理事会 

成立大会在苏州大学召开 

2015 年 3 月 14 日上午，江苏体育产业协同创新中心理事会成立大会在苏

州大学本部红楼会议中心召开。 

江苏体育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是江苏省体育局与苏州大学开展战略合作的重

要内容，是推动江苏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跨越的重要智库。中心的成立为运用

教育科技资源、协同推进体育强省建设开辟了新渠道。中心在今后将更多聚焦体

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需求，全力打造体

育产业创新高地、高端智库和人才培养基地，为江苏建设体育强省做出更大贡献。 

（苏州大学人文学院成果管理办公室 郭才正） 

 

 

 

“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第二批四本专著出版 

 

近日，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的“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

第二批四本专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旨在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程进行梳

理，从不同时期和不同侧面勾勒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基本轮廓。丛书首批四本

专著已于 2011 年 4 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分别为《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



 

 

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闾小波）、《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

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李里峰）、《夭折的合法反对——民初政党政治

研究（1912－1913）》（王建华）和《移植与嬗变——民国北京政府国会选举制

度研究》（熊秋良）。此次出版的四本专著则分别从统计制度、领导小组制度、劳

工政治和警政制度出发，综合考察了其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之间的逻辑关系，对

国家成长的基本方向有较为理性的预期。 

赵胜忠的《数字与权力——中国统计的转型与现代国家成长》一书，较为系

统地考察了中国国家成长过程中统计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演变轨迹。该书立足

于统计职能的价值、制度安排和程序运作，逻辑性地归纳出混溶范式、技术范式、

意识形态范式、治理范式四种不同的统计样式，并从统计与国家治理、统计与合

法性、技术与政治三个维度，对统计与现代国家权力之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学理

分析。该书对于理解中国当前统计运作逻辑及其对国家成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

义。 

 赖静萍的《当代中国领导小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成长》一书，聚焦于当

代中国的领导小组及由此衍生的一整套制度，较为全面地刻画和分析了领导小组

的面貌、类型、党政归属、结构、功能、运行过程及其延续和变迁的动力，并由

此透视中国独特的现代国家成长道路。该书认为，领导小组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

性与合理性，并随着国家理性化因素的增长而逐渐演变为介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

制度之间的一种亚正式制度。在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应积极探索领导小组“脱

亚入正”的方式，兼顾领导小组的制度化与有效性，逐步实现动态平衡，并通过

这两者的双轮驱动使国家治理更加良性而有序。 

 苗红娜的《制度变迁与工人行动选择——中国转型期国家-企业-工人关系



 

 

研究》一书，基于抗争政治学关于底层民众的行动与制度变革理论以及比较政治

经济学关于国家—市场—社会的三重关系理论，勾画出中国劳动制度演化及工人

阶级对其进行“反向保护”行动的图景。该书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模式条清缕析

地剖析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政治文化结构在消解矛盾、维持改革秩序的安

全阀作用，并提出更深层的改革需要突破既有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藩篱，

从对工人的增权角度根本上削减工人的对抗性行为，对于有意研究中国劳工问题

以及中国国家-市场关系的人士具有参考价值。 

陆永的《当代中国警政与现代国家成长》一书，依据主流媒体公开发布的相

关资料，从话语、制度、行为、结构等四个维度，对 1949 年以来中国警政的发

展作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把握警政话语与执政理念、警政制度与公民权利、警

政策略与国家能力、警政组织与政府职能等几对关系，搭建了基于警政这个面向

来观察现代国家成长问题的分析框架，丰富了本土政治学经验研究的内容。该书

认为，当代中国警政的发展，既借重政治优势和文化传统，又注重吸收国际经验，

不仅有效维护了社会安定，而且不断趋于理性、科学、规范、法治，从一个侧面

清晰地反映出当代中国国家转型的独特历史轨迹，展现出一种“中国式生存智

慧”。 

（南京大学社科处）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通史》（四卷本） 

公丕祥教授、龚廷泰教授任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通史》（四卷本），

日前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通史》是国家出版基金



 

 

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与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精品

项目的最终成果。本项成果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丰

富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到马克思主义法学在苏俄的发展

和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的理论全貌，是国内第

一部全景式展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力作。 

（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