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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教材涉及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三部分的20多门课程。
本套教材立足本科教学的需要，从本科教育的特点出发，从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教育的特点出发，在
教材编写和内容安排上，强调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同时，也尽可能地体现创新性、前沿
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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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地方政府的界定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地方
政府”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之间，对地方政府这一概念的理解
更是难以达成一致，因此，要给地方政府下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是非常困难的。
概括而言，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或联邦成员政府为治理部分地域而设置的分支机
构。
而中国学术界较普遍的观点是：地方政府是国家设置在中央政府之下，行使部分国家权力，管理国家
和地方事务的地域性政府。
这一概念显然是针对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而言的，其主要特点为：一是明确地方政府是区域性政府，
而不是中央政府；二是明确地方政府是国家设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的区域性政府，是国家的分支机构，
而不是组成国家的成员单位；三是明确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即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之下，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四是明确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即按照国家法律的授权，或
者按照中央政府的授权，在自己管辖的行政区域内行使部分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
无论对地方政府下何种定义，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中央政府是全国性政府，地方政府是地域性政府。
不论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都是一个统一的作为整体的国家，都有一个代表整个国家的政府—
—全国性政府（国家政府）。
在这一国家内治理国家一部分地域的政府，则是一种地域性政府（地域政府）。
要准确界定地方政府，必须首先理解这一词语中“地方”和“政府”的含义。
“地方政府”一词无论是在汉语还是英语中都是由两个词组成的。
先看“地方”一词，从语义上讲，英文“local”的本意是指“当地的、本地的、地方的”，强调的是
“本地、当地”；汉语的“地方”则是指“处所、地域”，尤其是指与“中央”的对应。
因此，西方在说地方政府时，一般指涉的是“地方当局”或“当地政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层政
府，比如在德国，地方是指乡镇、非县辖市和县辖市以及县级行政机构。
除此之外，还有联邦和州管理下的下级机构，它们是为完成专项任务而特设的。
而我们所说的地方政府，一般指涉的是除中央政府之外的所有地域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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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地方政府的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各高等院校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类专业陆续开设了相关课程。
本书的编写吸收和借鉴了大量已有的研究成果，写作中参考了现有教材的篇章结构和相关科研论著的
观点材料，在此向涉及的学界前辈和同行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如有遗漏、曲解和错误，敬请学界前辈和同仁见谅并指正。
本书的编写是集体合作的结晶，从大纲的拟定到写作的过程，主编和各章作者进行了多次讨论和反复
修改。
具体分工分别为：第1章、第2章（方雷），第3章（赵云丽），第4章（刘雅莉、封慧敏），第5章（李
冬梅、单善、刘华兴），第6章（王彦坤），第7章（王成民、刘涛），第8章（杜洪壮），第9章（鲍
芳修），第10章（张清博、方雷），第11章（朱英华、封慧敏），第12章（封慧敏、鲍芳修）。
方雷对全书进行了统修定稿，单善整理了全书的参考文献。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公共管理出版分社的刘晶社长和郭晓明副
社长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非常重视，并给予了积极的帮助，聂晨波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
此外，我的同事们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其中，黄春蕾博士审阅了第九章。
衷心感谢各位的辛勤劳动。
由于学识和经验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引用注释不周延之处，敬请读者和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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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方政府学概论》：21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方政府学概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