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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主要由六部分内容构成。
首先是分析介绍了作为行政建制的县的发展历史和基本职能；其次是较全面地探讨了县域经济的概念
、特征、地位、作用以及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第三是总结分析了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中主要指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第四是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县域经济系统的目标、要素
、环境、结构特征和功能等进行了系统分析；第五是全面论述了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方略，以及与国
外的一些比较分析；最后是结合实际对河南省浚县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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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国文，1964年出生，河南省博爱县人，副研究员，1981年考入华中农业大学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
获工学学士和农学硕士学位。
1988年分配到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1998年交流到鹤壁市政府工作，任
经贸委常务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2001年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2003年调任河南浚县县长，现
任河南封丘县县长。
曾获“河南省青年科技奖”和多项省级科研成果奖，在《光明日报》、《农民日报》、《领导科学》
、《农业经济问题》等报纸杂志发表文章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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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县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县的含义。
　　一、县的含义　　“县”，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一级行政区划单位，由地区、自治州、直
辖市领导”。
“县”作为行政建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完善。
秦朝以来的县，主要职能是替中央或上级行政单位（郡）在本县区域内完成国家的赋税征收、兵役征
集、镇压暴动等任务。
“导扬风化，扶黎民，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养鳏寡，恤孤穷”和“组织生产”，这是封建社会一千
多年来“县”的主要职责。
郡县设立最早和较普遍的是春秋初期的晋国和楚国，楚国最早设县，这些县与原来奴隶制国家国君直
接统治的领邑和国君分赏给卿大夫的封邑不同。
君主在县设有长官，是一级行政组织，由君主直接控制。
春秋后期，晋国首先设立了郡，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地处边陲，地广人稀，面积较县大，
但是地位要比县低。
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各国之间战争与交往的频繁，边境地区也逐渐繁荣起来。
由于郡的面积比较大，在郡以下逐渐开始设置了若干县，形成郡统县的郡县制度。
　　到了唐宋时期，郡县制逐渐走到了尽头，道、州、县三级制的行政机构逐步确立。
元明清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采取的是省、州、县三级制。
当前，我国普遍采取的是省、市、县、乡（镇）制。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论朝代怎样更迭，行政区划怎样调整，县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始终没有废除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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