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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地方政府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对于这块似乎神秘而又重要的领域，中国学者
们几乎一直对它熟视无睹。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帷幕以后，学术界才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它，并产生了一系
列的研究成果。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研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上的繁荣景象。
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政府主导
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全世界所瞩目。
探索30年来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历程，反思目前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所处的新的拐点，对于丰富政
治学理论、充实中国行政管理理论体系，推动中国地方政府体制进一步改革，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
意义与理论价值。
　　苏州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是中国学术界研究地方政府领域中的一个重镇。
苏州大学原名东吴大学，早在1906年，东吴大学就创办学术性刊物《东吴月报》，当时的办学宗旨是
“注重学业，培养品格，树立优良学风，提倡服务精神”，校训是“为社会创造完美人格”。
1929年8月，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将校训改为：“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吴大学校训至今仍极具时代意义：做学问，先要学会做人。
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在国内独领风骚，享誉海内外，盛时之际，有“南东吴，北朝阳”、“法官出朝
阳，律师出东吴”之说，被誉为“培养中国近代法律家的摇篮”。
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东吴大学曾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政治、法律学者和知名人士，费孝通、雷
洁琼、孙起孟、董寅初、赵朴初、谈家桢、王宠惠、董康、杨铁梁、王绍靖、倪增嗷、梅汝枋、吴德
熊、李浩培、吕光、桂裕、丘汉平、张志让、查良鉴、查良镛（金庸）、盛振为、何世桢、马汉宝、
姚淇清、陈霆锐等，都辈出东吴。
1952年，东吴大学因院校调整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改名为苏州大学（Suzhou IJniversity）。
1999年台北市东吴大学学人来访，接受建议，将译名改为Soochow University，这就与台北市的东吴大
学译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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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之一。
全书以中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的路径为核心内容，比较分析了国内外服务型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共性
与特殊性，系统阐述了建构中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的目标，提出了重构中国地方政府责任体系与再造
决策、执行、监督、管理机制的政府体制创新路径，并指出地方政府创新路径的关键是进行法制化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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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政府结构重组    三  省直管县与地方政府管理扁平化    四  中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价值展说参
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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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中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之制度性起点　　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的价值目
标，也是地方政府生存的依托与发展的载体。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有制度性的起点，这是建成和谐社会的关键之关键。
本章在回溯东西方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基础上，从分析公民权利、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人手，论证了
以人为本、尊重公民个人的意志、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这一制度性起点，对于实现我们一贯孜孜不倦
地追求的伟大目标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第一节 和谐社会：地方政府体制创新的依托　　一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和谐社会？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
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
定》首次完整地提出。
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宣言和执政宗旨。
该决定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
中共十六大报告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有两处比较明显的提到和谐社会：一是报告指出，到2020
年中国将要实现的小康社会比2000年有六个“更加”，其中第五个“更加”就是“社会更加和谐”；
二是报告第二部分 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要努力建立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
处”的社会关系。
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体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的四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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