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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一区域问题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极其重要的命题，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经济科学学者们长
期关注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从事城市一区域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行政区划视角。
　　我从1983年开始介入行政区划问题，1989-1993年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以后又提出发展和完
善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至今已经有25个年头有余。
2008年，我与我的部分学生一起，认真商讨和策划，决定与东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当代中国城市
一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意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注入新的活力，
并从“权力·空间·制度”视角对当代中国城市一区域发展问题进行新的探索。
如今，经过近3年的筹划与准备，该丛书终于问世了！
　　在本套丛书出版之际，我作为“行政区经济”这一概念和理论的创始者，很有必要就行政区经济
理论形成的来龙去脉和相关问题做一些说明，这对那些有志、有兴趣介入行政区经济理论建构的同志
，或希望能够利用行政区经济理论来揭示或解释当代中国各种城市一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或问题
以及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同志们来说，可以提供更为清晰的学术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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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索了城市群发展新模式的理论基础，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创新性地提出联市制是当今中国
城市群政治结构变革的方向和最佳方案选择，以及长株潭联市制的原则、结构特征、适应机制与运行
环境。
    本书可供政治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城市规划学专业人员学习，也为城市群政府官员和城市群
上级政府官员提供参考。
     本书创新了城市群发展模式新领域；提出了城市群联市制，开创了城市群发展新模式；提出了联市
成员下辖街区、街区自治思想；开创了城市群研究新领域——城市群政治，把城市群提高到了政治城
市群高度；开创了政治结构研究新主体——城市群。
     本书是多学科综合，研究难度大；本书很有创意，立论正确，具有前瞻性、针对性、战略性、科学
性；本书框架合理，方法得体，论据充分，结构合理，逻辑性强，资料翔实。
     本书可供政治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城市规划学专业人员学习，也为城市群政府官员和城市群
上级政府官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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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诸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根据事物和社会事实来解释现实。
它的基本原理是，可观察的事物，只有当把它用一个潜在结构或秩序联系在一起时，才是有意义的。
”　　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共性与个性，都是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无时不在，无事不有。
这些对长株潭城市群政治结构研究很有意义。
长株潭城市群有城市群的共性，但个性突出；分权制衡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分权制衡具体模式有异；
民主政治，有共同的规律，但也有差异。
在实践层面，对于共性，学习别人的；对于个性，对症下药。
　　区分三对关系：一是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人类社会不存在理想政治，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理想政治没有差别、没有等级、没有压迫和剥削，这种情形的政治与人无缘，因为人类不是天使，是
天使就不需要政府。
“政治是必要的‘恶’，政治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是否合乎国情、是否有效、是否有
利于经济社会进步之别。
”不能对美国政治理想化，照搬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政治。
二是书本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政治是最为复杂的，各国之间差距甚远，一国各地也不雷同。
现实中的宪法和书本上的宪法不同。
同时，政治是变化的，是历史的，政治生活不是一种势力如一个阶级或某个集团的产物，而是多种因
素作用的结果。
三是传统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政治关注的对象是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传统政治把政治权力隐秘化甚至神秘化，政治
信息高度封闭，政治人物深不可测；当代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充分看
到当代中国政治重大变化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知中国社会政治‘肥大’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传统
政治的现实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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