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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大都市圈协同治理视角考察长三角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核心内容，主
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区域中间型组织间三者事权与财权关系的构建问题。通过
对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关于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
府事权划分，以及上海周边省份近沪地区关于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三大文本内容的分析，
对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创新思路、顶层设计与推进路径进行了系统阐述，
着重探讨了在区分中央事权、区域共同事权与地方事权基础上，通过整体性规划引领模
式，以区域发展规划权、区域环境治理权、区域基础建设权、区域交通建设权、区域文化
发展权为重点，构建以上海大都市圈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区域中间型组织的可行性问
题。结合长三角区域合作的经验与教训，提出加强区域治理立法、成立跨区域行政组织、
建立区域治理制度体系、创新区域合作新型机制等符合实际且具前瞻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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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7 年 12 月 15 日，《国务院关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 国函
〔2017〕147 号) 正式发布，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 2017—203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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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批复认为，上海是我国直辖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经济、金融、贸易、
航运、科技创新中心。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要立足国际国内和本地实
际，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切实在全面深化改
革、创新驱动发展、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下功夫，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
有新作为，继续当好全面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为全国改革发展稳
定大局作出更大贡献。要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塑造特
色风貌，改善环境质量，优化管理服务，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
城、生态之城，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度融合发展需求，该批复从长江三角洲
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要充分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加强与周边城市
的分工协作，构建上海大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2016 年 6 月 1 日，由国务院通过、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
展规划( 2016—2020) 》〔1〕，也提出了上海要加快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功
能，“推进与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引领区域
发展等要求;该发展规划还从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出发，强调了发挥各地比较优
势，协调处理好上海与其他城市、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关系，推动区域协同治
理的重要性。

无论是上海市的城市总体规划，还是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都把推进长三
角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深化区域协同治理作为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和长三角世界
级城市群的基本方略来看待。因此，从上海大都市圈与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发
展的实际出发，突破原有行政区划界限，做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地方
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工作，创新跨区域治理的体制机制，构建有效的区域协同治
理体系，是提升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探讨大都市圈协
同治理视角下推进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顶层设计思路，以及在此过程中上海可
以做些什么等重要命题。

二、大都市圈协同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内涵与原则

1957 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经济地理》上首次使用“大都市圈”这一
专有名词来定义相互密切联系的城市连绵区，〔2〕自此大都市圈开始进入世人的
视野。后来，戈特曼又将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连同纽约大都市圈、
北美五大湖大都市圈、东京大都市圈、巴黎大都市圈、伦敦大都市圈一起，界定为
世界六大都市圈。〔3〕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业已形成了长江三角洲
地区、京津冀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三大都市圈。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区域公共治理问题
大量兴起，传统的央地事权划分模式以及行政区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日趋复杂化、
多元化和规模化的区域公共问题的挑战，因此出现了如何协同生产与供给区域
公共物品的问题，即区域事权划分问题，如区域环保、流域治理、区域交通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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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区域安全、区域发展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已远远超出传统行政区域界限，
必须依赖区域内多个地方政府或其他组织的联合治理方能得到有效解决。〔4〕

根据公共物品的性质不同，可区分为全国性公共物品、区域性公共物品和地
方性公共物品三大类，对应产生中央事权、区域事权和地方事权。从大都市圈协
同治理视角看，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地方政
府之间、各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等相关主体的相互关系。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事权是指一级政府的公共物品提供与公共事务管理责
任，事权划分主要关注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配置结构，是一个融集权和放权于一
体的动态过程。按照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层次，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
分的内涵对应包括三大层次内容: 第一层次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内容;
第二层次是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内容;第三层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区域中
间型组织间的事权划分内容。其中，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最为核心的内
容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区域中间型组织间的事权划分内容。

基于地理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文化传统等条件演化而形成的大
都市圈，区域内因空间距离相近、城市间相似度较高、区域发展一体化等特点而
形成了区域事权，这构成了区域内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总体依据。为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与区域协同治理，大都市圈内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一般遵循五大原则:

第一，受益范围原则。区域事权划分的制度设计需将跨越地方政府行政区
划的“外溢性”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事务纳入自身管理范围，生产和提供区
域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区域公共事务的分层治理和细分治理需求。第二，管理
效率原则。兼顾政府职能和行政效率，通过简政放权，促进政府职能转换，探索
权力分配的高效调控机制，提高效能，确保权力划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避免政
府职能缺位和错位问题。第三，财权事权相匹配原则。实现权责利相对称，事权
划分与财权划分相适应。划清中央、区域和地方层面各市场力量、政府力量与社
会力量的权责边界。政府应重点承担区域公共物品的生产供给，因事定财，合理
规划。第四，多元参与原则。有效激励与接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区域公共事务
的治理，结合区域公共物品的属性，吸纳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参与生产多样化的
区域公共物品，释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第五，事权法定原则。加快各级政
府事权划分的法治化进程，以法制形式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确保制
度的有效性、规范性和稳定性。

三、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文本分析与主要问题

1．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文本分析
( 1) 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内容的文本分析
2016 年 8 月 22 日，以致力于建设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的《上海市

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40) 草案》向社会公示，并征求各界意见。该《草案》第
一次在规划方案中提出了建立上海大都市圈的发展目标。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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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事权划分，比较注重通过区域战略规划的方式来统领与推进区域公共治理一
体化进程。按照《草案》的规划，上海大都市圈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宁
波、嘉兴、舟山等在内的城市群范围，涵盖了除上海以外的江苏浙江部分地区，总
面积为 2． 99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5400 万。《草案》作出了“区域生态环境、区
域交通设施、区域基础设施、区域文化网络”四点推动发展战略，且内容具体，路
径可行，并提出要统筹战略协同区的共同发展战略。这实际上是从区域地方政
府事权划分角度所做的顶层规划尝试，即将“区域生态环境、区域交通设施、区
域基础设施、区域文化网络”作为上海大都市圈区域公共治理的四大事权，与以
往发展规划过于原则笼统的顶层设计大相径庭，非常值得称道。

2017 年 12 月 15 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 2017—
2035 年) 》在第 15 条“内涵发展”之“推进城乡一体，引领区域协同”中，强调了
“优化城乡空间体系，促进城乡间在空间布局、产业经济、公共服务、生态保护、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协调发展。面向区域，合理布局各类空间资源，建立更加
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加强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
重要性。同时，还特别提出了“以都市圈承载国家战略和要求”的宏观构想，充
分发挥上海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交通运输网络推动 90 分
钟通勤范围内，与上海在产业分工、文化认同等方面关系紧密的近沪地区及周边
协同形成同城化都市圈格局。

此外，《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年) 》还对《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 2016—2040) 草案》中确立的“区域生态环境、区域交通设施、区域市政基础设
施、区域文化网络”四大区域事权进行了再次确认，并重点构建东部沿海战略协
同区、杭州湾北岸战略协同区、长江口战略协同区、环淀山湖战略协同区四大重
点战略协同区，以完善区域功能网络，形成多维度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

( 2) 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关于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文本分析
2016 年 5 月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6—2020) 》提出构建

“一核五圈”的区域协同发展空间格局。规划要求以上海为长三角核心城市，加
快提升上海核心竞争力和全球城市功能，“推进与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
舟山等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同时促进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
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五个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该规划“由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
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适时组织开展规
划实施情况评估，同时要求“三省一市人民政府要依据本规划的总体部署，共同
研究制定三年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协同推进重点任务落实。抓紧编制出
台交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专项规划”。

这一规划从国家层面确立了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总体规划，为长三角各省市
制定各行政区域总体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 2017—2035 年) 》关于上海大都市圈发展战略以及“区域生态环境、区域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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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区域基础设施、区域文化网络”四点推动战略，也是脱胎于《长江三角洲城
市群发展规划》中“抓紧编制出台交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等专项规划”的顶层设计内容。

( 3) 上海周边省份近沪地区关于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文本分析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与上海大都市圈发展战略一经提出，就得到了

上海周边省份近沪地区的积极响应，它们结合自身发展定位和战略需求，制定了
“主动对接上海”的发展战略与具体政策体系，成为推动上海大都市圈协调发展
与协同治理的积极主体力量。

苏州市充分认识到接轨上海、融入区域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全面接轨上
海，构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延伸基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经济中心
配套基地、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技术转移基地”等以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的区域合作战略。2016 年 7 月，《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 年) 》获得
国务院批复同意，该规划认定苏州是苏锡常都市圈核心城市以及长三角重要的
中心城市之一，要求苏州市深化与上海市的协调发展，统筹推进苏锡常都市圈建设。

嘉兴市 2016 年 8 月发布《嘉兴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3—2020) 》，提出“设立
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具体对接措施包括对接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创中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上海都市经济圈及杭州都市经济圈建
设等机遇，实施沪杭同城战略。2017 年 4 月，浙江省政府正式批复通过嘉兴设
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2017 年 7 月，嘉兴市发布《嘉兴市创建浙江省
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 》，强调嘉兴要紧紧抓住创建浙
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的契机，把接轨上海与“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
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结合起来。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嘉兴市要建设成为上海创
新政策率先接轨地、上海高端产业协同发展地、上海科创资源重点辐射地、浙沪
一体化交通体系枢纽地、浙沪公共服务融合共享地，成长为浙江新一轮发展的增
长极。嘉兴市积极主动对接上海，已在医保联网结算、沪嘉交通同城化、教育融
合、联动发展合作等多个合作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南通市同样注重主动对接上海。2017 年 2 月，南通发布“十三五规划纲
要”，提出建设长三角北翼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推进“沪苏通经济圈”建设，策
应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打造科创成果转化基地、物流分拨中转基地、金融后台
服务基地、贸易加工基地、产业承载基地。2017 年 5 月，江苏省政府正式批复
《南通建设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总体方案》，要求南通市紧紧围绕江苏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靠江靠海靠上海的地域优势，积极参与上海大
都市圈协同发展，全面推进交通互联互通、城市功能互补、产业协同配套、文化相
通融合、生态共保共治，构建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对接服务上海新格局，建设
集“生态屏障、产业腹地、创新之都、文化名城”等功能于一体的上海“北大门”。

宁波市重视将“宁波都市圈建设”与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有机对接起
来。2017 年 1 月，宁波市规划部门开展“宁波都市圈空间协同发展研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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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宁波都市圈更好融入长三角城镇群的对策和建议，谋划区域发展新格局，
“助推宁波都市圈城市极核功能大幅增强，成为亚太开放门户的强劲支撑”，“加
快宁波都市圈和上海、杭州都市圈城际协同发展，进一步融入长三角城市群”。
2017 年 3 月宁波市印发《宁波建设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经贸合作交流中心行动纲
要》，提出“引领宁波都市圈全面融入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发挥宁波都市
圈中的极核作用”，同时全面对接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复制推广上海贸易监管
创新经验。

2．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上海大都市圈建设以及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取得了诸多重要

进展。与此同时，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对于长三角城市群、上海大都市圈及地方城
市定位的认识、规划与实践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值得引起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 1) 认识与规划不一致
各级地方政府对于长三角城市群、上海大都市圈及地方城市定位的认识与

规划存在不一致，难以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区域规划制定缺乏政策连续
性、政策互补性、政策交叉性和政策配套性，难以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同
时，各级地方政府事权划分过于原则化，政府间事权交叉重叠，责任重点不够明
确，缺乏合理规范、操作性强的具体规定。区域规划看似面面俱到，实际上主次
不分、重点不明，对区域事权的界定并不清晰。

( 2) 区域规划的对接协同不够
区域府际合作关系的制度化进程有待加强，地方发展规划各自为政，缺乏协

同，各种政策文本存在差异，且多侧重于宏观描述和格局构建，出现了规划碎片
化和重复化现象。各地事权划分规划在经济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同
构性严重，降低了区域整体竞争效能; 重视发展地方独占性公共产品，而在区域
环境保护、区域文化发展等容易“市场失灵”的区域关联型和共享型公共产品供
给方面存在很大不足。

( 3) 区域政策的贯彻落实缺乏保障
区域一体化发展普遍存在重规划轻执行、重形式轻结果、重协议轻绩效等突

出问题。区域公共治理要求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整体规划原则统一布局，
以实现区域联合协作与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之目标。区
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壁垒及政策鸿沟是区域协同治理的难点，多年来，区域规
划与政策难以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之弊端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

( 4) 大都市圈治理绩效与政府效能建设结合不够紧密
大都市圈治理绩效如果不能与政府效能建设有机结合，必然会导致大都市

圈建设外在于政府自身发展，并随着各地发展重点的变化而失去持久的关注。
目前，对于建立统一有效的大都市圈治理绩效评估机制，以及将大都市圈治理绩
效纳入各地政府效能建设的考察范畴，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此外，各级政
府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实行多重标准，缺乏统一的规范。

—26—

学术界 2018． 2·学术探索



四、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创新思路与顶层设计

1．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创新思路
( 1) 注重采取整体性规划引领模式
城市总体规划必须在规划理念和方法上进行创新，使之成为落实国家和区

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引领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行动纲领，统筹各类发展空间需
求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平台。〔5〕长三角地区经过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不仅已成
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且原有的经济优先型发展模式日益向整体性规
划引领模式转型，区域协同治理绩效正日益显现。〔6〕当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发展规划( 2016—2020) 》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年) 》均从整体
规划角度对区域协同治理问题进行了重点布局，包括区域空间布局、区域公共事
权划分以及区域战略协同区建设等。

( 2) 处理好首位城市与周边城市在区域中间型组织和区域决策中的关系
现代区域经济发展始终存在一个“增长极”问题，因此在经济联系紧密、文

化传统相近的区域如何发挥首位城市的辐射与引领作用，就成为区域经济发展
与区域治理的一大挑战。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建设，需要在发挥上海作为首位城
市或者核心城市的作用的同时，不断整合周边城市与地区共同参与全球经济竞
争。在推进区域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保障周边城市、各类组织和区域内公民参
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治理与评估过程，统筹区域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区域公共事务
的治理，做好区域事权划分的战略规划，是推进大都市圈建设的题中之义。

( 3) 延续和发展长三角准政府组织形态式区域公共治理模式
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并非要完全抛弃经过长期的市场演化而生

的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为核心的准政府组织形态，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既对包括
中央政府在内的政府间事权体系进行科学划分，推动区域公共治理的制度化进
程，又根据新时代的发展特点，创造性地推进大都市圈区域公共治理机制的创
新，以及基于区域战略规划一体化的区域公共治理新模式。也就是说，经过近四
十年的演化发展，在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更高水准上使用以区域战略规划为核
心的区域发展战略手段，综合运用市场化手段、行政化手段、法治化手段等来推
进上海大都市圈以及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又成为一种新的战略选择。

( 4) 注重运用分级制的事权划分原则
根据区域事权的性质以权责事相对称的原则，明确各治理主体的基本责任，

通过政府监管、社会监管等多种方式促进区域治理绩效。单一制政府体制下中
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统筹行使区域规划权不变，并拥有区域治理制度设计权、区
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权等。同时地方政府也拥有市政交通、城乡社区事务、
地方经济产业发展管理等事权，不能强制要求其承担更高层次的区域事权，以免
出现地方财政支出责任过重的现象。

( 5) 构建多层级多样化的区域治理组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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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长三角地区区域治理组织形态主要包括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与长三角专家咨
询委员会等，以及有关部委牵头组织的长三角旅游合作联席会( 国家旅游局) 、
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工作会议( 商务部) 等。这些区域治理组织形态主要局
限于国家部委以及长江三角洲江浙沪皖四省一市层面，尚缺乏包括不同层级各
政府工作部门、各市场组织、各行业协会、各社会组织间联合而成的多层级多样
化区域治理组织形态，尤其是上述区域治理组织形态缺乏吸引私人部门、行业组
织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

2．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顶层设计
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的设计，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
任; 部分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
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
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2016年 8月 16日，国务院
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发
〔2016〕49号)》规定，加强中央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财政事权。对受益范
围较广、信息相对复杂的财政事权，如跨省( 区、市)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环
境保护与治理、公共文化等，根据财政事权外溢程度，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或中
央给予适当补助方式承担支出责任。从上述《指导意见》可以看出，“跨省( 区、
市)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与治理”之内容，一者被作为基本公共服
务内容来看待，二者被作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三者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
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基本思想保持一致。

但是，无论是上述“决定”还是“指导意见”，都与上海大都市圈总体规划所
作出的区域公共事权划分规划探索存在较大的差距: 一是没有对中央与地方之
间的区域公共治理事权进行设计; 二是对中央与地方之间是否需要有一个行使
区域公共治理事权的中间型组织也缺乏设计; 三是对行使区域公共治理事权的
支出责任更缺乏有效的划分设计。

根据受益范围、信息复杂性、与居民的密切程度、城市间空间距离、比较优势
等事权划分相关要素，我们可以把上海大都市圈治理所涉及的事权划分为中央
事权、区域共同事权和地方事权三类( 见表 1) 。

表 1 上海大都市圈协同治理事权划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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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理进行中央与省市自治区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基础上，明确
承认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区域性分权问题。这种区域性分权内容包括: 由
中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统筹行使的区域发展规划权、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
权( 以交通、能源、水利、信息、港口、航空为核心) 、区域治理制度设计权;由区域
中间型组织统筹行使的区域生态环境维护与治理权、区域交通设施建设与维护
权、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权、区域文化网络发展权; 大都市圈内各省市行政
区一方面上移以规划权为核心的事权给中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另一方面上移
以区域公共事务为核心的事权给区域中间型组织，并在此过程中各省市行政区
政府按照事权大小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

上海大都市圈区域事权划分的顶层设计如图 1 所示。
图 1 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顶层设计

3．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顶层设计的推进路径
( 1) 由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出面统一行使区域发展规划权
由中央政府出面，成立涵盖中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上海大都市圈各省

市的有权威的大都市圈管理委员会，统筹制定跨省市行政区大都市圈发展规划，
确定区域内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职能分工，统一行使以交通、能源、水利、信息、
港口、航空为核心的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权和有效推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
化发展的区域治理制度设计权。

( 2) 由区域中间型组织统筹行使区域公共治理权
由大都市圈管理委员会这一新型区域中间型组织负责统筹行使区域生态环

境维护与治理权、区域交通设施建设与维护权、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权、区
域文化网络发展权这四大事权，推进区域“硬性”基础设施建设与“软性”公共服
务建设的一体化进程。

( 3) 由区域各省市行政区政府向上移交部分区域公共治理事权
上海大都市圈内各省市行政区政府一方面上移以区域规划权为核心的事权

给中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另一方面上移以区域公共事务为核心的事权给区域
中间型组织，确保区域协同发展整体战略规划的有效制定和实施，形成共赢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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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 4) 由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大小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合理划分中央与省市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切实明确各级政府对跨区

域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比例，在上海大都市圈区域一体化建设过程中由中
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大小承担相应支出责任。

( 5) 由多层级多样化的组织共同参与区域治理进程
将上海大都市圈内各行政组织、准行政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层级

多样化组织纳入到大都市圈协同治理组织体系之中，建设以大都市圈管理委员
会为核心的区域中间型组织，并将其作为上海大都市圈区域治理主导模式，发挥
引领力、带动力和示范力，切实推进区域公共治理进程。

五、上海在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协同治理中能够做什么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创新思路与顶层设计，我们可以从
“上海希望中央做什么? 上海作为区域核心城市能够主导做什么? 上海配合周
边省市能够做什么?”三大方面，提出上海在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协同治理中能够
做什么的对策建议。

1．上海希望中央做什么?
( 1) 区域治理立法:将法治化作为区域公共治理事权划分的重要保障
上海大都市圈与长三角区域规划立法、区域治理立法应成为区域公共治理

事权划分的重要保障。制定《区域发展规划法》《区域治理法》，或针对区域公共
治理具体领域制定《区域环境保护法》等，清晰界定法律关系，事权配置机制的
行使和变迁恪守法治法则，从而为事权的行使提供司法保障。对此，国际上亦有
实践经验可参考借鉴，如英国政府制定《绿带法》和《内城法》，日本政府制定《首
都整备法》《近畿圈整备法》和《中部圈开发整备法》等。

( 2) 区域治理授权:将区域中间型组织作为统筹区域公共治理事权的主体
组织形态

由中央政府出面，重新成立有权威的由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跨区域行
政组织———上海大都市圈管理委员会，统筹行使区域公共事务治理权，并成为统
筹实现国家、区域与地方发展战略，推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区域公共治
理主体组织形态。这种经过反思性探索而建立的区域中间型组织，有利于明确
上海大都市圈区域发展阶段性目标，构建相对集中高效的区域事权协调机制，保
障配套财政资金落实与统一使用，切实提升区域治理绩效等。

2．上海作为区域核心城市能够主导做什么?
多年来，无论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还是上海大都市圈建设，作为区域

核心城市、龙头城市的上海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谨小慎微的，缺乏“跨前一步”
意识，更缺乏担当和引领意识，没有很好地发挥主导区域协同治理的作用。我们
认为上海应主导区域治理制度设计，率先提出区域协同治理具体方案，领导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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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议程，并在区域治理的制度层面、市场层面、机制层面、监管层面、社会
组织层面等多个层面充分发挥核心作用。

( 1) 制度层面:主导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区域治理制度体系
上海作为区域核心城市，应主导区域公共治理的制度设计并贯彻落实，并为

区域治理制度设计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资金支持和组织制度支持。这种区域
治理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既包括均等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区域公共服务体系和
区域治理制度体系，又包括区域公共治理的系统化机制体系，以切实推进大都市
圈区域整体性治理进程。

( 2) 市场层面:主导建立统一规范的区域市场体系
上海具有突出的市场优势和产业优势，在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过程中也具有明显的科技创新资源优势。上海应主导建立统一规范的区域市
场体系，包括市场准入机制、管理机制、产业和科技创新协同机制等，明确政府与
市场权力边界，率先实现区域市场一体化。

( 3) 机制层面:将清单制作为区域公共治理事权划分的重要手段
按照公共事务的不同属性，分拣出超越行政区范围的区域公共事务，将其在

不同范围和层级的政府间进行有机配置。可借鉴相关国家分级分类划分事权的
方式，以列举法为主，以概括法为辅，明确区域公共治理事权划分中的规划权、建
设权、财权等核心内容所属类别，并将之与区域治理立法有机对接，推动区域公
共治理事权划分的“法律与清单动态互嵌”，推进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和法治化。

( 4) 监管层面:建立区域治理评估机制
区域治理要达到降低交易成本、保障区域公共利益和提高政府治理绩效等

多重目标，就需要建立系统化、科学化的区域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区域治理
绩效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是区域治理评估需要解决
的内容。上海可以通过广泛的调研和科学的论证，主导建立上海大都市圈区域
治理评估机制，以达到全面落实区域发展总体规划、提升区域治理质量等目标。

( 5) 社会组织层面: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区域公共治理的网络体系
区域公共问题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及其不同的内在特质，决定了区域公共产

品和服务供给机制的差异性，也催生了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方面构建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体系之内在要求。在上海的主导下，上海大都市圈区域
公共治理的网络体系必然是一个由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市场组织、行业组织、
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构成的多层级多样化的网络体系。

3．上海配合周边省市能够做什么?
近年来，上海周边区域中心城市主动对接上海，彻底扭转了长三角区域合作

长期陷于“光有口号而无实质性行动”的境况，创造了主动对接、全面对接、深度
对接等新型区域合作机制。〔7〕上海一改多年韬光养晦、缺乏主动作为的姿态，主
动与周边省市对接，在推进区域合作进程中，还可以配合周边省市开展如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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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议程设置:采取重大区域协作议题率先突破、重要区域公共物品优先提
供的策略

由上海与周边区域中心城市协商区域协作议程，采取选择重大区域协作领
域与议题率先实行突破、重要区域公共物品优先提供的策略。根据上海城市总
体规划目标、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展目标以及长三角区域治理目标，突出重点，
优先在区域重大交通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及科技创新等领域展开合
作，加速落实区域规划战略和规划目标。

( 2) 项目带动:将项目制作为推进区域公共治理取得突破的主要方式
长三角区域合作经过多年的演化，逐步形成了“规划引领、领域合作、项目

带动、绩效可期”的十六字方针。〔8〕在顶层设计原则下坚持重点突破与协调推进
相结合的原则，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针，选择一些紧迫性
强、牵涉面广、共识程度高的关键领域进行重点突破，以项目带动的方式带动区
域治理绩效的提升。比如优先选择服务于特定目的的区域重点工程及重大项目
建设落地。在此过程中，建构与项目制相适应的统筹、协调、指导和监督机制，根
据具体条件、实际效果和执行力度恰当地把握进度、效度和深度，在不断调适中
实现顶层设计的目标和要求。

( 3) 动态调整: 注重因时因地合理调整区域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和结构
区域公共物品具有动态性特点，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提

高，以及民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其内涵、品质、标准也会不断发生变
化。区域公共产品涉及区域和公共产品两个维度，公共产品本身会随着技术和
社会条件的发展而发生演变，也会随着公共产品在更大更高范围的政府配置层
级的提高而呈现标准与品质的不断提升之特点。因此，随着全球范围内科学技
术的发展、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以及区域协同发展实践的推进，及时更新和提
升区域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和结构，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进上
海大都市圈建设朝着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范围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1〕冯蕾:《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布》，《光明日报》2016 年 6 月 4 日第 1 版。

〔2〕Gottmann，Jean，“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Economic Geography ，
33． 3，1957，pp． 189 － 200．

〔3〕Gottmann，Jean，“Megalopolitan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Ekistics ，1976，pp． 109 － 113．

〔4〕张成福、李昊城、边晓慧:《跨域治理:模式、机制与困境》，《中国行政管理》2012 年第 3 期。
〔5〕敬东:《新时代背景下的城市总体规划》，《城乡规划》2017 年第 6 期。

〔6〕于迎:《从经济优先型到整体性规划:中国城市群发展新型动力建构战略及其实现路径》，《行政

论坛》2017 年第 5 期。
〔7〕唐亚林、于迎:《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长三角区域治理新模式的复合动力与机制创新》，《理论探

讨》2018 年第 1 期。

〔8〕唐亚林:《长江三角洲区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04 －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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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rrative for Appearance － logy

Abstract :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the Marxist appearance － logy who is in the special con-
text of questioning of the presence and the times of Marxism，finally appeared． The contemporary
study mission of appearance － logy is not only to reveal the reason and basis of Marxism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but also to explain the presence logic of Chinese roa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differ-
ence space． Therefore，appearance － logy studies both have the perspective of diachronic and syn-
chronic integration． Marxism can be sustained in the presence of continuous appearance． Any innova-
tion means difference． Marxism is by no means a metaphysical eternal presence once present，nor is
it a dogma that there is no limit to appearance space conditions and can be arbitrarily cross － bor-
d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constitutes a complex world history，and there-
fore becomes the appearance context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appearance － logy; narration

Ren Ping
Soochow University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he Compilation of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bstract : Based on the 2001“A state’s clau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an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
(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2001 clause”) ，the paper Some Views on the Chapter of Internation-
al responsibility Law in the New Textbook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written by Yang Yonghong，an
associate professor from School of Law，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mechanical-
ly understood the state’s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wrongful acts as equivalent to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and even regarded as the whole content of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He made a pungent criticism of the fifteenth chapter of the engineering textbook，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e paper reflects the author’s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system，and blind application of the viewpoints and terms of analogy to international
documents，which may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community of interna-
tional law．
Key words: state’s responsibility; international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m of liability; restriction of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wrongful act

Li Shoup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Top － level Design of Governance Power Divis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Choice of

Shanghai : In the Perspective of Megalopoli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bstract : In the perspective of megalopoli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the main content of govern-
ance power divis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power relations among central government，local governments and regional middle organiza-
tion． Based on the texts and problems analysis of governance power division plans from Shanghai

—482—

Academics 2018． 2



megalopolis region，the relation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ts relevant departments，and sur-
rounding areas of Shanghai，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formulates the innovative thinking，top － leve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governance power divis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Shanghai
megalopolis region，and focuses on the power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regional environ-
ment protecting，region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regional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to probe the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Shanghai megalopolis region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as the regional middle
organization by the way of the integrated planning leading model．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cooperation，the paper puts forward practical and pro-
spective recommendations for Shanghai megalopolis reg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such as
strengthening regional governance legislation，establishing cross －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
tions，establishing reg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innovat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Key words: Shanghai megalopolis reg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governance power division; top
－ level design; the choice of Shanghai

Tang Yalin ＆ Yu Ying
Fudan University

Discussion on Four Basic Theoretical Questions about
Transformation of Dominant Values

into Mainstream Values

Abstract : The dominant values are the dominant values in a society，which play a normative role in
the values of other social values，and the state authorities are the actual subjects． The mainstream
values refer to the system of values which are widely accepted and believed by the mainstream peo-
ple in the society，and in various kinds of value orientation interactions，the people are the main
body．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minant values into mainstream values has its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The dominant values of five aspects requirements must be met to benefit after into the mainstream
values in the state and society: must be the reflection of social existence，it is to reflect the nature of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rule and developing trend． It has to be objective，not instrumentality． It must
be durable，not transient． It must have a certain transcendenc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a particular
country must be embodied． In connection with this，the transformation of dominant values into the in-
fluence of mainstream values on society is dual． namely，conforming to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the dominant value after conversion to promot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The
dominant values that deviate from and violate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ll bring serious dam-
age to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We must us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at conform to the characteris-
tics and trend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lea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dominant values; mainstream values; transformation

Pei Xuej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On the Possibility of Value Consensus under the
Post －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Abstract : Post －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which reveals the diversity，possibility and uncertain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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