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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人口和资本的迁移和集中。
它的趋势是农村、农业向城市、工商业迁移和集中，也就是所谓的城市化。
这种城市化进程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即使地处内陆的新疆也不例外。
到1998年年末，新疆市镇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50.1％，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
到30.89％。
①在我国东南沿海，这种城市化趋势尤为明显。
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正逐渐成为历史。
城市是什么？
“交通和通讯、电车和电话、报纸和广告、钢筋水泥建筑和电梯——总之，这些促使城市人口既频繁
流动有高度集中的一切——正是构成城市生态的组织的首要因素。
”②这就引发了城市规划、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和都市应急机制等一系列法
律问题。
“然而，城市不只是地理学和生态学上的一个单位，它同时还是一个经济单位”③和一种生活秩序。
城市的治理结构和公众参与，都不同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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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改革中的试验、创新行为，“先行先试”自中国改革伊始便已出现，在本轮综合配套改革大
潮中成为了改革的流行语。
在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之下，“先行先试”与渐进式改革存在着先天的契合之处，它应当是改革中
最优“试错”策略的简练概括。
　　以“先行先试”为主要策略的中国改革和法治之间往往存在难以协调的冲突。
引致冲突的原因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高度计划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转化；飞速的社会转型对各种制
度安排，尤其是法律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民对待法制的态度及法治观念；以及“先行先试”策
略固有的副作用。
本书指出在先行先试与法治之间并非绝对不能共存。
事实上，“先行先试”具有发现“法律”的独特宪政与法治价值，不能轻言放弃，需要在今后的改革
中继续坚持这一“试错”策略。
至于它和法治之间客观存在的紧张关系，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现实背景，由有权主体作出授权，
并辅之以法治国家的基本原理作为规范权力行使的边界，或许是解决冲突的一种较为适宜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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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改革语境下的先行先试权的性质第二节 先行先试权的地方自主性质一、先行先试权与权力下
放按照目前广为接受的说法，“先行先试”最吸引人之处，“便是以‘试验’的名义向地方让渡了中
央的部分职权，使地方在完善市场经济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这一点，正是当下各地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资格趋之若鹜的关键原因所在。
如何缓解这一“试验区饥渴症”呢？
有观点认为，应当由中央更多地放权于地方，使更多地方能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从而能自主探索符合
本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
对于中央政府是否应当更多地放权，下放哪些权力以及如何放权的问题，还需作更加深入的研究与讨
论。
但上述观点起码揭示出一点，即先行先试权是中央向地方权力下放的结果，拥有先行先试权的，也就
意味着拥有了更多的地方自主权。
纵观中国改革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央的权力下放和地方分权化改革对经济的市场化，乃至对整
个中国改革与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简言之，权力下放和政府的职能转变一起，构成了中国政府在30年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在逻辑主线
，“先行先试”只不过是这根逻辑主线在改革新时期的自然延伸。
我们还可以看到，“先行先试”所代表的权力下放，甚至已不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而是在实践
中根据改革的需要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省一级的地方政府层面上，以“先行先试”为方式的权力下放就在向更基层的地方政府拓展，如浙
江就在本省范围内确立了侧重点各有不同的三大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赋予它们先行先试权，为
本省的改革工作积累经验和起到示范作用。
比浙江更早的是辽宁，2006年12月，沈阳市的沈北新区即被辽宁省政府批准为辽宁省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省级“综改”试验区。
最早开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上海浦东新区，更是在其新的3年行动计划框架中，以“东事东办”的
原则，大幅度地将上海市权限范围内的事项下放给浦东新区自己决定，从而赋予了浦东全方位“先行
先试”的权力和更大更全面的改革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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