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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政府发展模式转型与研究范式转换》立足于基础理论研究，并尝试构建了一
个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具体来看，通过历史经验、理论支持和现实反映三个层面的分析，《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政府发展
模式转型与研究范式转换》将行政区划调整与政府职能定位的内在联系归纳为：行政区划改革基本目
标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职能重心定位及相关制度安排，而行政区划改辈本身则始终以不同的形
式服务于政府的基本执政目标。
在此基础上，结合对政府职能重心定位的具体界定，进一步将当代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应然指导理念
归纳为“控制—服务”导向：对于省级政区的调整，应主要从适度发挥行政区划的控制机能、维护中
央权威的视角审视；对于地市以下层级的行政区划调整，则应主要从统筹公共服务、降低施政成本的
视角评判。
最后，结合实践，《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政府发展模式转型与研究范式转换》对“控制—服务”导
向进行了推广，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作者简介

赵聚军，河北永年人，管理学博士，现任教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主要从事行政区划、城市治理、地方政府管理的教研工作，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多个在研
课题。
目前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背景分析 一、本书缘起 二、理论价值 三、现实意义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
内相关研究的三个主要视角 二、国外相关研究的三个基本流派 第三节 研究框架 一、基本命题与主要
概念 二、主要支持理论 三、基本思路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主要特色 一、研究方法 二、主要特色 三、
研究工作的限度 第二章 回顾与比较：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 第一节 基本形式：政区层级结构的演
变与反复 一、州、郡时期：二级制向三级制的演化 二、道、路时期：从二级制的复归到准三级制的
常态化 三、行省时期：近代政区层级结构的基本成型 笫二节 主基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此消彼
长 一、一级政区越划越多 二、从“山川形便”到“犬牙交错” 三、内外轻重的转换 四、监察区由虚
入实 五、县制稳定的根源：幅员的有限性与施政的非军事性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行政区划调整 
第一节 改革前的行政区划凋整 一、政区体系的初创阶段 二、政区体系的逐步规范阶段 三、政区体系
的曲折运行阶段 四、行政区划层级体系的演变 第二节 改革以米的行政区划调整 一、城市型政区的快
速扩张 二、其他类型政区的调整 三、行政区划层级结构的调整 第三节 改革开放前后行政区划调整比
较 一、基本指导理念的变化 二、重点调整区域下移 三、调整力度趋于缓和 第四章 当代西方典型国家
的行政区划调整 第一节 美国：多中心治理体制的代表 一、美国行政区划的沿革和现状 二、多中心体
制与大都市区政府的“巴尔干化” 三、“巴尔干化”的主要弊病 四、“巴尔干化”的制度与文化根
源 五、专区：“巴尔干化”的次优选择 第二节加拿大：传统区域主义的践行者 一、行政区划的演变
及主要特点 二、重组大都市区的基本诱因 三、重组大都市区的初级阶段：双级体制的推行 四、重组
大都市区的高级阶段：合并组建单中心市 五、典型案例：多伦多大都市区的重组 第三节 英国：探索
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 一、英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 二、二战后的结构性调整 三、典型案例：伦敦大
都市区的重组与反复 第四节 两方行政区划改革的公共服务导向 一、行政区划调整重在节约服务成本 
二、行政区划调整重在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 三、行政区划调整重在促进服务均等化 第五章 规律性认
识：行政区划服从于政府职能重心定位 第一节 历史经验归纳：政府职能定位与行政区划调整目标的
耦合 一、古代中国：皇权本位与行政区划调整的“强控制”导向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重整秩序与
行政区划调整的“强政治”导向 三、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与行政区划调整的“强经济”导向 
四、西方典型国家：服务型政府与行政区划调整的“强服务”导向 五、小结：政府职能重心定位与行
政区划调整基本目标的阶段性耦合 第二节理论支持：行政区划服务f政府职能重心定位的应然性 一、
政府职能演变的基本轨迹 二、对政府职能重心定位认识的阶段性 三、行政区划服务于政府职能重心
定位的理论应然性 第：节现实反映：行政区划服务于政府基本执政目标的具体表现 一、完善地方政
府体系的基础 二、实施政治控制的基本手段 三、提升公共服务效能的有效途径 四、小结：行政区划
调整服从于政府的职能重心定位 第六章研究结论：新时期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控制—服务”导向 
第一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对政府职能重心的重新定位 一、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 二、服务型政府建
设要求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 三、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不等于忽视统治职能 第二节 “控制—
服务”：新时期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导向 一、“控制—服务”导向的基本内涵 二、发挥行政区
划控制作用的现实必要性 三、行政区划配合政府公共服务职责有效履行的现实可能性 四、“控制—
服务”导向的层级分布 第三节行政区划改革的其他限制性变量 一、自然地理因素 二、经济活动因素 
三、历史文化因素 第四节 当前行政区划改革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认识偏差 一、过于强调改革的经济
导向 二、忽视改革的控制作用 三、无视改革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影响 四、行政级别对改革的制约
作用过大 第七章 结论推广：“控制—服务”导向的操作化 第一节省制调整 一、省制的基本特点 二、
省制调整的复杂性 三、调整的基本思路：总体稳定与大城市的政治平衡作用 第一节 大都市区政区结
构的合理化改造 一、对城市化道路的重新审视 二、大都市区化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 三、初现端倪的
大都市区治理困境 四、坚持“单中心广域市制”的基本策略 第二节 市辖区的分类改革 一、市辖区体
制的沿革 二、市辖区的主要类型 三、各类市辖区施政性质的差异与分类改革 第四节 县乡整合 一、县
、乡整合的必要性 二、县域整合的可行性 三、乡镇改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结语：更加全面地认识行
政区划改革的政治和政策意义 一、行政区划应成为推动政治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行政区划应成为公
共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二、外文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各民族自治区的行政地位，即相当于乡（村）、区、县、专区或专区以上的行政
地位，依其人口多少及区域大小等条件区分之”到1952年底，全国已建立起省级民族自治区1个、地级
自治政区9个、县级自治政区28个，另外还建立了近百个相当于二区级和若干个相当于乡级的民族自治
政区，此外，旧中国对蒙古族民众实行统治的盟旗制度也被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改造后的盟旗制度虽然
保留了原来的称谓，但盟、旗的性质已不再是一个集军事、生产和行政于一体的机构，旗演变为县级
行政区，盟则演变为自治区与旗（县）之间的一级行政分治区，成为自治区派出机关的辖区。
 （四）特殊型政区的没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曾经在一些尚未开发的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为
筹建县制而设置许多设治局，可以视为当时的一种特殊型政区。
到了解放初期，全国尚存34个设治局，分布于云南、两康、四川、贵州、新疆、甘肃、陕西、青海、
河北9省 从1950年开始，设治局被逐步撤销，或改建为县，或并入其他各县。
这一时期，为厂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建设，开发自然资源，陆续设置了一批具有综合性职能或
专门性职能的特殊型政区它们多冠以反映其管理对象特点的名称，如特别区、矿区、工业区、盐区、
垦区、中心区等等。
 二、政区体系的逐步规范阶段 1954年9月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同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我国的政区类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地域型政区分
为省、县、乡建制；城市型政区分为直辖市、省辖市、县级市、镇建制；民族型政区分为自治区、自
治州、自治县、旗、自治旗、民族乡建制。
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处于深刻变动和凋整的阶段，因而对行政区划类型的调整和改革不可避
免地带有很大的探索性质，以致在1958年之后开始出现一些曲折和失误。
 （一）地域型政区频繁调整 1.继续撤并省级政区 在大行政区被完全撤销以后，省级政区重新成为一级
政区 但大区的撤销却使得另一个问题很快凸显出米：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下，由中央政府直接统辖
领导近50个省级政区，显然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管理幅度，不利于中央实施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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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政府发展模式转型与研究范式转换》由赵聚军著，长期以来，行政区划研究
主要限于政策工具层面，整体理论层次有待提高。
与中国相比较，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体系多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自然形成的，“区划”色彩有限，
已有研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
也就是说，行政区划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我们更需要从政治发展和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特别是从
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强化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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