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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整县设市 市的设置本意是为满足城市地区专门管理需要而设置一种地方政
府单位，通过城乡分治，以集中管理城市地区事务。
因而早期的市都是从县辖域中划分出城市地区而设的。
尽管出于其城市本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其也划入了部分邻近的乡村地区，但城市人口在市辖域内始
终居于绝大多数。
这种切块设市的做法，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根本变化。
1983年以后，将整个县改设为市的做法日益增多。
1986年民政部正式确认了这种做法，并规定了相应的标准。
此后，不仅整县改设的情况日益增多，而且原有的一些切块设置的市也相继与邻近的县合并。
目前中国几乎不存在切块设置的市。
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整县改市的设市模式存在一定弊端，1997年，民政部冻结了“整县设市”。
 整县设市后的县级市与县存在一个重要的不同。
在县制下，县政府所在城镇地区设有镇作为县的下级政府单位，因而在通常情况下，县政府对所在城
镇不承担直接管理职责。
县设市后，市所在城镇地区不再设置下级政府，因而县级市所在城镇外的乡村地区，县级市政府是通
过下属的乡镇来完成对辖域的管理；而对县级市政府所在城镇，县级市政府则要承担直接管理职责。
 县级市政府所在城镇地区通常设有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但非一级政府单位，只是按县级市政府的要
求完成一部分管理事务。
 近年来中国市制出现的上述变化，使人们有必要对城市政府与市政府做出区分。
城市管理学所讨论的是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主体—一城市政府及其管理活动，相关论述与结论同市政
府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并不包括市政府及其管理活动的全部内容，而仅仅涉及市政府在完成对所在
城市地区管理时，作为所在城市的城市政府应发挥之功能。
 城市政府本义是指设置在城市地区，对整个城市承担集中统一管理职责的政府单位。
在中国现行的市制下，市所在城市不另外存在这样一个对整个城市承担管理职责的政府单位，因而只
可能由市政府自身来承担这一角色。
然而，市政府所管辖的地域并不只包括城市及其邻近的小片乡村地区，而是包括更大范围的地域，是
辖域内许多下级政府单位的上级政府，市政府通过这些下级政府单位完成对全市的管理。
 因此，在当代中国市制下，市政府对其辖域内的居民扮演双重角色：在所在城市地区是承担直接管理
职责的城市政府，在所在城市地区以外，则是其他下级政府单位的上级政府。
只有明确这一点，我们才能对城市管理的主体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三、中国市制的主要特点 中国的市以城市为依托建置，因此，中国的市政管理体制具有一般市政管
理体制的共同特点。
但是，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诸多特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许多自身的特点，特别是20世
纪80年代以来推行市领导县、地市合并、整县设市，对中国的市政管理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其性
质、职能、层级结构、管理方式等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城乡合治型”市政管理体制。
中国的市政管理体制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建制双重性 中国的市既具有一般地域型行政建制的性质，又具有专门市镇型行政建制的性质
。
一般说来，市是设置在城市地区的专门类型的地方行政建制，不管辖大片的农村地区。
而中国推行市领导县体制，特别是整县改市，使得市的行政区域不仅包括大片的农村地区，而且管辖
人口中农业人口所占比例较高，有的甚至高达80％，改变了市是纯粹城市地区地方行政建制的性质，
从而使市兼具一般地域型地方行政建制的性质。
市政府不仅要对辖区内的城市地区实施专门的管理，而且还要按地域对辖区进行一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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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城市管理学(第3版)》注重理论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可作
为高等院校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供各级城市
管理部门人员培训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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