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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前言
上篇　京津冀没有赢家
  第一章　环首都贫困带：贫穷有边界
　　赤城无归宿
　　十三不靠“张老三”
  第二章　廊坊：十年一觉繁华梦
  第三章　天津百年沉浮
  第四章　北京：无法独善其身
　　北京经开区岁：亦庄离“亦庄城”有多远？

中篇　京津冀一体化突围
  第五章　京津咫尺若天涯：最具中国特色的双城记
  第六章　天津再开放
　　泰达路径：从开发区到城市
　　滨海新区：开放！
更开放！

　　东疆崛起：港城天津的传承与未来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天津不只是开放
  第七章　河北再选择：面朝大海，能否春暖花开
　　河北战略向海
　　唐山城乡等值化实验：城市更像城市，乡村更像乡村
　　自我救赎的廊坊样本
　　廊坊不要再当京津“后花园”
　　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值得商榷
下篇　京津冀的逻辑与抉择
  第八章　京津冀的逻辑
　　杨连云：河北正因为靠着京津才落后
　　行政区划增加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成本
  第九章　京津冀的未来选择
　　吴良镛：北京可以不摊大饼
附录
　　对话吴良镛
　　穆学明：“京津合并，我还是这个观点”
　　天津、河北一定要联合起来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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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玉海，湖北竹山人，2007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现任职于《21世纪经济报道》，主要
从事区域政经报道。
2011年以来，先后奉献出《北京城市批判》、《鄂尔多斯没有奇迹》、《天津沉浮》等深度区域政经
报道。
 叶一剑，本名叶建国，1981年4月出生于河南省虞城县，2004年郑州大学新闻系毕业。
现为南方报业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经济地理版主编，城市专栏作者，独立书评人。
 李博，陕西省蓝田县人，现为《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经济地理版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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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滨海新区新的行政体制改革启动前，在滨海新区范围内，包括塘沽区、汉沽区、
大港区3个行政区以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等9个功能区。
 这样一来，滨海新区内有7个公安分局、5个工商局、6个国税局和5个地税局、6个法院机构、5个检察
院机构，机构的重叠使得管理协调难度较大，行政效率低，运行成本高。
 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推进，行政体制与现实发展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和问题——规划难以统一实
施；产业聚集效应难以实现；整体优势难以发挥；资源配置难以优化；管理效能难以提高。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曾指出，当时的滨海新区内部行政效率低，规划缺乏统一
协调；下辖的几个功能区和行政区相对独立，‘各自为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建设；资源不能得
到合理有效配置，土地、资金、人才流动不畅。
 张高丽曾在听取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坦承，“体制不顺、机构重叠已经成为制约
滨海新区发展的突出问题”。
于是，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之后，天津市委、市政府把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作
为重要任务，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经过反复论证和
充分准备，形成了几套候选改革方案。
 最终，国务院批复《关于调整天津市部分行政区划的请示》，同意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
区，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以原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
并要求上述行政区划调整涉及的各类机构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严格执行中央关
于厉行节约的规定和国家土地管理法规政策，加大区域资源整合力度，优化总体布局，促进区域经济
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据《人民日报》报道，本次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变革主要包括： 一是建立统一的行政架构。
撤销滨海新区工委、管委会，撤销塘沽、汉沽、大港区现行建制，建立滨海新区行政区，辖区包括塘
沽区、汉沽区、大港区全境。
东丽区和津南区的部分区域，不划入滨海新区行政区范围，仍为滨海新区产业规划区域。
 二是构建精简高效的管理机构。
建立滨海新区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同级机构比原有三个行政区大幅度精简。
 三是组建两类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
 一类是城区管理机构，成立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工委和管委会，主要行使社会管理职能，保留经济
管理职能。
一类是功能区管理机构，成立9个功能区党组和管委会，主要行使经济发展职能。
 四是形成新区的事在新区办的运行机制。
赋予新区更大的自主发展权、自主改革权、自主创新权。
 滨海新区的这次行政体制改革分为5个阶段推进，在动员大会召开仅一个半月之后，滨海新区首届党
代会召开，此前调任天津市市委副书记的何立峰当选为滨海新区首任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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