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源富集地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资源富集地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1784097

10位ISBN编号：7501784094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中国经济出版社

作者：常亚平

页数：21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源富集地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

内容概要

　　《资源富集地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内蒙古乌审旗为例》选择自然资源富集地区进行可
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探索资源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对丰富和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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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县域经济相关概述　　第一节　县域经济概念　　县域经济是一个蕴涵希望、充满活力
的经济。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后，县域经济发展迎来了大好机遇。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推进现代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
略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县制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县，作为一级行政建制，最早出现在我国春秋时期。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国君权威不再，那些西周时期分封的、以屏藩周王室为初衷的诸侯国，已经用
两百余年的时间，在经济、军事、政治诸方面积聚起无比强大的力量，而众多力量强大的诸侯国的并
存，则为下一步中原地区的混乱与争雄埋下了隐患。
　　春秋前期，诸侯国对地方的统治仍然沿用西周所确立的世袭采邑制。
各级贵族所受封地一般被称做“采邑”，在“采邑”内，贵族拥有对土地、人民以及军政事务的绝对
支配权，并役使家臣处理日常事务，他们对国君已经没有了早先的尊崇与服从。
春秋中叶以后，群雄逐鹿开始初现端倪，而已经尾大不掉的采邑封侯却已不再从人力、物力上对国君
提供毫无保留的援助与支持，采邑制已经开始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所在，亦是破除之所在。
有鉴于采邑贵族不服调遣，自己难以在兼并战争中集中事权的无奈教训，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在灭掉弱
小的国家之后，在对新征服的地区进行统治时，便开始一改传统的分封制，转而实行由国君直接控制
的郡县制。
据《左传》记载，在楚武王、楚文王灭掉权、申、息等小国后，已经开始将这些小国改为县。
此后，当时的其　　他诸侯强国如晋国、齐国、吴国等，也都陆续开始置县。
至春秋末年，设县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论及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体制，郡、县常常被相提并论，而且郡是作为县的上级机构存在的。
其实在郡、县设置的早期，郡一般被设置在偏远的边疆地区，虽然其面积比县要大一些，但因其辖区
地广人稀而又相距遥远，所以地位要比县低。
晋国有一条军功奖励政策：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应该可以作为这一结论的佐证。
当然，事情总是在变的，当时，兼并战争频繁而又激烈，为了有效抵御外来侵略，国君往往不得不赋
予身处边境的郡守以应付突发事变的权力，从而导致郡制逐渐位尊权重，最后凌驾于县制之上。
秦朝的一统，不仅是前期社会变革的尘埃落定，也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政体变革的一个总结。
秦灭六国，统一中原，统治辖区的广阔与复杂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单一的诸侯国，作为在中国封建历
史上具有表率作用的第一个王朝，面对广袤的领地和众多的民生，如何在总结和借鉴前人经验与教训
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地方统治思路，成为秦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群策群力的结论是：秦并兼四海
，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
这样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郡县制度，作为一种地方政权组织体系，随着秦朝统一中国而最终确立起
来，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项划时代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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