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

13位ISBN编号：9787543215429

10位ISBN编号：754321542X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格致出版社

作者：周天勇

页数：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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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

前言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也已走过30年的历程。
怎样评价这30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细致地描述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的
框架，未来行政体制改革将怎样进行，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较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以进一步促进中国
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们构思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提出了我们自己
独立的看法。
很多地方不仅仅是从政治和行政学的角度看问题，而更多地是从经济视角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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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周天勇等几位专家执笔，以翔实的资料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行政体制改革历程的不同面向
和纵向脉络，全面描述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事项，深入分析了中国式行政体制对打造中国经济
发展奇迹的重要作用，并对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公务员制度改革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中
的重大面向作了细致入微的梳理和分析。
在此基础上，本书深刻总结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所积累的问题，进而对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未来方向
提出了明确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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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
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论文数百篇，主要著作有《劳动与经济增长》、《中国经
济命运与前景的深层次思考》、《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国有企业改革攻
坚》、《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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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并非一级政府机构，但从行署的实际职权看，它成为事实上的一级政府。
从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建设看，国家行政机构的设置原则强调上下对口，以保证政令的有效贯彻和落
实。
行署在其辖区内对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基本上没有自主权，主要是按照上级指示行事，不论某种机构
在其辖区内是否有必要设置或存在，也不论机构是否重叠，行署必须按照上级的意志执行；从对区域
内经济发展影响看，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保证经济的整体性、长期性增长，是行署的主要工作内容
。
在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行署发挥了相当重要
的统帅作用。
朱光磊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一系列重要因素的影响，使得地区行署在事实上一直起着一级政权的作
用，其实际职权和工作范围多数已经超出法律条文的规定，从而在“省一（地、市）一县”政府过程
中起着一种领导县的作用。
“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行署已经对本地区的社会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计划及各项工作负有了全面的
责任。
在省、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的指令是通过地区下达到县，发展国民经济的有关计划和指标、各种资源
分配的指标等，是由省政府各业务主管部门经由地区行署各业务主管部门，再下达到县政府各业务主
管部门的情况下，这种事实上的一级政权和地县之间领导关系的形成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地区行署毕竟不是一级政府，它的基本职权是“督导检查所属各县人民政府的工作”，主要
是督促检查所属各县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情况；督促检查各县完成上级部署各项
任务，协调相互联系；接受省、自治区党委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干部；完成省、自治区交办的其他事
项。
地区行署实际上的一级政府地位与法律上的非一级政府地位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导致出现以下问题：
首先，地区虽然已在很大程序上承担了一级政府的工作任务，但不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与中国的政
权组织形式呈明显的反差。
其次，更重要的是，地区虽然承担着和地级市一样的职责，但在政策待遇和权限等方面与地级市相比
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如在经济建设上，地区没有一级财政，只是由省里按行政编制划拨经费，无聚财能力，难以进行宏观
经济控制；在投资和贷款规模上，地区因没有一级财政，解决自筹资金的能力明显不如地级市。
在编制上，按有关政策规定，地区少于地级市；在行政管理上，县、县级市的编制、人事、劳动管理
等方面的权限由省里直接下达县市，地区对县、县级市的约束力比地级市弱。
[。
]实际地位与法律地位之间的反差，以及更重要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城市与乡村经济之间的融合
，导致地区行署体制的终结和市领导县体制的兴起。
1．4．2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市制萌芽开始，市一直是人口密聚“点”上的
一个行政建制，市与县、城与乡之间被严格封闭、隔离。
建国后，随着城市行政区的发展，市领导县体制开始出现，建制市逐渐演变为一种广域型行政建制。
当时的市领导县体制主要是为了解决大城市蔬菜、副食品基地建设问题而设置的，并无“带”县之意
。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市领导县体制的范围有所扩大。
1958年，国务院先后批准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和辽宁省全部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并逐步在一些经济
较发达地区试点并推广。
1959年9月，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求，特别是为了进一步推进1958年以来的工农业生产的“大
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密切城市和农村的联系，促进工农业的相互支持，便于劳动力调配，全国
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
此后，这一体制便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并得以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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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
出，城乡分割、生产重复、流通堵塞、多头领导、互相牵制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政府急切需要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方式。
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实行市管县体制，以市带县，成为当时的一个可行的选择。
大连市是实行市管县体制的一个试点，丁敬平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大连市实行以市带县体制
的效果，“实践证明，这一体制使城乡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
城乡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效果是比较好的”。
效果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发挥了城市的优势，有力地支援了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农村的优势，有
力地支援了城市经济发展；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协调发展城乡工业；合理开发利用本地区的水资源
；加速了城乡商品流通，使城乡市场共同繁荣；精简了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
[1]鲍辉和赵长心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专门总结了市管县体制对于农村经济的带动效果，认为农业县
归中心城市领导，比归地区专署领导更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更能有力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繁
荣。
海城县归鞍山市领导后，产生以下效果：有利于城市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城市支援社队企业
的发展；有利于统筹安排城乡市场，促进物资交流；有利于集镇建设，缩小城乡差距。
“总之，从我县多年来各项事业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市管县比地区专署管县有很大的优越性。
这种行政体制有利于城乡经济的协作和调整，可以既发挥中心城市的经济枢纽作用，又充分发挥农村
的各种优势，促进农村经济、科学、文教事业的全面繁荣，符合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是城乡结合的好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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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主要是从经济学兼具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视角，对过去30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进行一个梳理和总结
，并试图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下构建一个现代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
行政体制改革是中国整个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是中国整个改革经验的重要组成
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书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献礼。
本书写作提纲是由周天勇构思和设计的。
根据中期评审会专家的建议，周天勇组织课题组成员对提纲进行讨论修改，基本确定了各章节需要重
点研究解决的问题和写作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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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深刻总结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所积累的问题，进而对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
未来方向提出了明确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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