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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城市建设的政治逻辑——基于西北某地级市
1418 份调查问卷的量化分析

贾鲁燕

克拉玛依市委政法委，新疆克拉玛依市，834000；

摘要：我国公民观念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缺失状态，从而导致我国的法治道路只能由党和国家所开启。国

家在场，也就成为了我国法治城市建设的基本政治逻辑。然而，伴随着法治实践的推进，公民观念逐渐觉醒。这

种情况下，公民是否进入进入到了国家所铺设的法治城市建设场景内，成为法治城市建设又一重要动力？新疆某

市的 1418 份调查问卷的回归分析结果证成了我国法治城市建设的政治逻辑，即国家在场、公民进入。在这一逻

辑指引下，我国法治城市的深化应当重视公民的力量，实现国家力量与公民力量的合作，齐力推进法治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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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作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是不

甘于被奴役的公民在与专 制权力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一

种现代治理模式。然而，受帝制传统的影响，我国法治

资源并不充足，公民意识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处于缺位状

态，进而导致单纯依靠社会力量是无法完成法治中国建

设这一伟大目标的。伴随法治中国的推进，公民意识也

逐渐觉醒。那么，当前法治城市建设的推动力是否有了

新的变化，公民的能量是否开始释放？这是当前乃至未

来一段时期推进法治城市建设必须讲明白的一个理论

命题。

1 相关文献回顾

现代城市治理，理应是法治化治理。由于受城市化、

法治化起步较晚的双重影响，我国法治城市建设具有明

显的滞后性。针对这一现实，学界对法治城市的 探索

一是从应然角度描绘法治城市的理想状态，二是从实践

角度探索其建设的路径问题。

理想状态指引着我们实践，法治城市建设首先应有

一张理想蓝图。描绘这张蓝图，实际上是对什么是法治

城市的回答。在这个问题上，刘旺洪教授的解释较为全

面。其理想状态是法律的至上性，完备的城市管理法律

体系，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则、严格的执法制度、公正的

司法制度、专门化的法律职业制度等，从而形成一整套

关于以公平正义、人权保障、自由平等、权力制约、民

主管理、程序正当等为基本特质的现代城市善法之治的

精神价值体系。
[1]
法治城市的关键应是“良法善治”，

其中，“良法 ”的理想标准有五，从制度设计的角度

来讲，一是体现民主性、合法性与正当性，二是体现平

等性、公正性和公开性，三是体现包容性、开放性和吸

纳性，四是体现监督性、保障性和责任性，五是体现系

统性、完整性和整体性；“善治 ”的理想标准也有五，

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讲，一是能够具有体察民情、体验

民生、和体恤民情的民本之治，二是能够具有尊重民权、

不违民心和善用民智的民主之治；三是能够具有公正执

法、惩恶扬善和敢于担当的刚正之治。
[2]

勾勒法治城市蓝图的目的在于建设中国意义上的

法治城市，出于现实关怀， 学界重点关注了我国法治

城市建设的可行路径问题。朱未易教授在《城市法治建

设的法理与实证》一书中他更多强调制度供给以及国家

的主导性。
[3]
舒扬教授在《现代城市法治研究》一书中

论述了法治城市建设的主体，认为法治城市进程最终还

要依赖来自广大市民的自主、自觉的巨大推动力。
[4]

陈

焱光、王婷主编的《法 治城市研究》一书对现代城

市治理的主要领域法治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5]
法治城市

的建设，离不开党的依法执政。丁同民在关注城市在地

方法规体系、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基层民主

自治、城市法治环境、城市法治管理、社会保障体系、

公共权力监督、法制宣传教育和社会和谐稳定等领域

外，还重点分析了法治城市建设过程中党委依法执政问

题。
[6]
一项基于成都市的实证研究认为法治城市建设的

基本道路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

变迁模式渐进转轨，具体路径包括地方法治系统和国家

法治系统良性互动、执法理性和立法理性共同推进。
[7]

从这些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当前在法治城市建设推进



2024年1卷9期 聚知刊出版社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JZK publishing

103

方面虽然具体路径选择有差异，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

坚持了国家主导的思路。

总之，法治城市建设的概念阐释、建设路径的探讨，

无不增进了法治城市建设的理论积累，然而，法治城市

的建设仅有国家在场是不够的，公民的缺席是不可能推

动法治城市的全面建成。因此，在关注国家在场的同时，

公民在法治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也应关注。因此，本研究

基于新疆某市1418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 回

归分析模型探索法治城市建设的动力来源进而把握我

国法治城市建设的政治逻辑。

2 数据、变量操作化与研究假设

2.1 研究数据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500 份，回收有效调查

问卷 1418 份，有效回收率 为 94.53% 。在被访者的

性别构成方面，男性被访者占 42.33% ，女性占 57.77%。

在民族构成方面，汉族被访者所占比重为 76.36% ，维

吾尔族被访者所占比重为 12.58% ，哈萨克族被访者占

3.78% ，蒙古族被访者所占比重为 2.84 ，回族被访者

所占比重为 2.62% ，其他少数民族被访者所占比重为

1.82% 。在年龄构成方面， 20 岁及以下的被访者占比

为 2.02% ，21 岁到 35 岁之间的被访者所占比重为

47.55%，36 岁到 50 岁之间的被访者占 38.96%，51 岁

自 65 岁之间的被访者占比 为 9.45% ，66 岁及以上

的被访者所占比重为 2.02% 。从教育程度上来看，小

学及 以下的被访者所占比重为 2.25% ，初中教育程度

的被访者所占比重为 6.39% ，高 中教育程度的被访者

所占比重为 10.75% ，大专教育程度的被访者所占比重

为 32.17 ，本科教育程度的被访者所占比重为

46.70% ，硕士及以上的被访者所占比 重为 1.745% 。

在户籍构成方面，本地户籍人口所占比重为 88.95% ，

外地户籍人 口所占比重为 11.05%。

2.2 变量操作化

既然探索法治城市建设的动力来源问题，那么，在

本研究中法治城市能否建 成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因变

量。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探讨，虽然我们无法直接测量 预

判法治城市建设的建成与否，但人们对法治城市建设的

信念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这种预判。基于这种考量，我

们重点考察公众对法治城市建设得信念，在问卷调查中

我们设计了“您认为法治城市在本地会实现吗”这一题

项，并将此作为因 变量。因调查数据为定序数据，无

法应用于线性回归建模。为此，我们采用非线性回归分

析中的 logistic 模型，并对选项进行了重新编码。

国家与公民是否为法治城市建设的内在动力作为

研究的主题，他们构成了本 研究的自变量。在我国特

殊政治体制之下，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发挥着重要的国家

力量，可以视为国家力量的重要构成。
[8]
那么，何为公

民？在对自由主义公民理论和共和主义公民理论批判

的基础上，基思·福克斯建构了“整体公民 ”理论
[9]
。

虽然关于公民概念的争论依然在进行， 但是可以肯定

的是，它至少涉及到权利意识与政治参与等核心概念。

但是，与正式制度的变革相比，观念的变迁往往相对滞

后。
[10]
由此而言，人们是否对于法律统治属性的认知发

生了变化，可以成为衡量人们权利意识的一个重要指标。

2.3 研究假设

改革开放后，“人治 ”与“法治 ”的反思成为当

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思考中国 未来走向的重要话题。邓

小平同志曾在不同的场合阐明法律的重要性，强调中国

建设必须靠法律。伴随着领导集体的观念更新，全国人

大以及其他具有立法权的机构强化了立法工作，逐渐弥

补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法律空缺。进入新世纪，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法治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城市由于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中心作用，自然而然地

成为了我国法治建设的重镇。依法治市领导小组的普遍

建立也就表明了城市党委和政府对法治城市的重视。虽

然各地在法治城市建设方面具有地方特色，但是它们基

本上都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我们提

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公众对地方党委在法治城市建设的力量感

知可以强化他们对法治城市建设的信念，推进法治城市

建设进程；地位党委是法治城市城市建设的重要推 动

力。

假设 2：公众对地方政府在法治城市建设的力量感

知可以强化他们对法治城 市建设的信念，推进法治城

市建设进程；地方政府是法治城市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由假设 1和假设 2，形成假设 3：国家力量是法治

城市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由于中国的帝制传统，臣民意识长期占据人们的头

脑。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法治进程由国家力量强制推进，

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的法治城市，也是在地方党委

和政府的推进下而开启的。权利意识很重要，但是没有

责任意识的话，法治建设将会陷入无序之中。公民责任

意识的成长有赖于公民参与，通过公民参与，公民不仅

可以习得参与技巧以增进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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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中形成责任 意识。由此而言，公民参与意识也

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要素。根据以上研究 成果，我

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4：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可以增进人们对法

治城市建设的信念，推动 法治城市建设；

假设5：公民参与意识的增长可以强化人们的对法

治城市建设的信念，推进 法治城市建设的进程。

由假 4和假设 5，形成假设 6：在我国，公民已成

为推进法治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

3 法治城市建设政治逻辑的证成：国家在场、

公民进入

为了验证建设，我们构建了三个 logistic 回归分

析模型，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公民的权利意识

与政治参与意识均对法治城市建设的信念产生了因果

联系，它们都在 0.01 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在不考虑其

他因素的前提下，权利意识与政治参与均会对公众的

法治城市建设信念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公众政

治参与意识的影响作用要 更加突出。

如果将国家力量和公民观念统一到一个模型中，那

么，各个变量对模型的作 用是否消解，从而导致影响

作用不显著呢？四个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测，从而

表明它们均会影响人们对法治城市建设的信念。由此我

们可以归纳出：国家力量依然是影响法治城市建设的重

要推动力，但成长起来的公民观念已开始影响法治城市

的建设进程并成为了重要内生变量。模型的分析结果并

不仅仅提供了这些信息，进一步分析四个自变量各自的

回归系数，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定位它们在法治城市建

设中的地位。如果综合考虑权利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影

响力的话，我们可以较为稳妥地归纳出：在公民成为多

数的前提下，公民对法治城市建设的作用要 更加突出；

这是公民观念兴起对法治城市建设带来的新动力。

4 结论

当前法治城市的建设依然需要国家的在场,法治城

市建设唤醒了沉睡的公民意识，觉醒后的公民意识则有

为法治城市建设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如今，公民已

进入到了国家所铺设的法治城市建设场景内，进一步证

成了我国法治城市建设的政治逻辑：国家在场与公民进

入。本研究的结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市法治城

市建设动力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正在重构该市法治城

市建设的动力系统，在原有的动力系统之内，公民作为

一只重要力量，正在显示出其对法治城市建设的巨大推

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法治城市的建设应当在重视公民

的力量，实现国家力量与公民力量的合作，齐力推进法

治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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