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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的编写是根据教材规划要求，集体合作的成果。
徐勇、高秉雄在征求学术界相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了大纲。
各章的作者分别为：田穗生（第一、三章）、徐勇（第二章）、高秉雄（第四、五章）、陈晓原（第
六章）、沈荣华（第七章）、吴卫生（第八章）、徐增阳（第九章）、任宝玉（第十章）、李广平、
高秉雄（第十一章）、沈荣华、田穗生（第十二章）。
徐勇、高秉雄、田穗生、吴卫生等对全书进行了统稿。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陈嘉陵研究员、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萧斌研究员作为专家对全书进行了审定。
其中，田穗生研究员对全书的完成做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
高等教育出版社在给予经费支持的同时，文科分社的周亚权先生自始至终都给予了指导和帮助。
华中师范大学教务处十分重视，给予专款支持。
写作中参考了相关文献，并得到有益启示。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地方政府学》是教学科研中急需的教材，但国内相关成果不多。
为写此书，主编和作者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
即使如此，本教材肯定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我们期待教材出版使用后听取各方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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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一本系统阐述地方政府基本理论的著作。
全书以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和分析了地方政府的产生和演变、地方政府的类型、地方政府
的权力、地方政府的构成、地方政府的职能、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管理、地方财政、地方选举、
地方自治等，并对地方政府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本书力图站在地方政府发展和改革的潮头与学科前沿，体现时代性、系统性和规范性的要求，深入探
讨地方政府的本质和规律，系统总结地方政府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在内容、体系、观点等方面
有所创新。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选用和公务员等
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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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地方政府    一、界定“地方政府”    二、地方政府的定义    三、地方政府单位的组
成    四、地方政府的地位  第二节 地方政府的特征与作用    一、地方政府的基本特征    二、地方政府的
作用  第三节 研究和学习地方政府学    一、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二、研究的内容    三、研究的方法    四
、学习地方政府学的意义第二章 地方政府的产生和演变  第一节 早期国家的地域性政府    一、国家和
政府的产生与演变    二、东方早期国家的地域性政府    三、西方早期国家的地域性政府  第二节 传统国
家的地方政府    一、传统国家的特点及地方政府的产生    二、亚洲传统国家的地方政府    三、欧洲传
统国家的地方政府  第三节 近现代国家的地方政府    一、近现代国家的特点    二、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的
转变    三、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建构  第四节 近现代中国的地方政府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第三章 地方政府的类型  第一节 地方政府的
类型划分    一、划分地方政府类型的意义    二、地方政府类型划分的方法    三、地方政府类型划分的
依据  第二节 按地方制度分类的地方政府    一、地方制度的类型    二、行政体地方政府    三、自治体地
方政府    四、混合体地方政府  第三节 按设置目的分类的地方政府    一、行政区划的类型    二、一般地
域型地方政府    三、民族区域型地方政府    四、城镇型地方政府    五、特殊型地方政府  第四节 按层级
分类的地方政府    一、层级的类型    二、高层地方政府    三、基层地方政府    四、中层地方政府第四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第五章 地方政府的构成第六章 地方政府的职能第七章 地方政府关系第八章 地方政府
管理第九章 地方财政第十章 地方选举第十一章 地方自治第十二章 地方政府的未来发胀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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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政府”从广义使用时，是指由各国家机构组成的整体。
从国家层面看广义国家政府通常包括国家元首、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
军事机关。
由于政治制度的安排，地方政府中的“政府”在广义上不同于国家政府：首先，它不存在代表地方的
“元首”；其次，由于军队属于国家，地方不存在自己的军事机关；第三，在“三权分立”、“司法
独立”的体制下，司法系统自成体系，不属于地方系统。
因而在大多数国家里，“地方政府”中的“政府”，从广义角度使用，仅包括地方立法机关与地方行
政机关。
“政府”从狭义使用时，是指国家承担社会公共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
但在实际运用上，作为正式的法定名称，国家行政机关的法定名称一般都不称为中央政府，而称为“
内阁”、“部长会议”、“联邦委员会”、“国务院”、“政务院”⋯⋯。
在大多数国家里，地方行政机关也都有其各自的法定名称。
在中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称为“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
“人民政府”是中国各级行政机关的法定名称。
将中国行政机关简单地称为“政府”，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用法。
作为一门学科的最基本术语，本书将“地方政府”一词作如下界定：第一，它是指除中央政府以外的
所有治理国家一部分地域的各个层级的地域性政府，但不包括联邦成员单位的政府；第二，它不是单
指地方行政机关，而是指一个政府单位。
基于本书主要是对现代“地方政府”进行研究，因此本书从当代现实出发，对“地方政府”一词作如
下定义：地方政府是由中央政府为治理国家一部分地域或部分地域某些社会事务而设置的政府单位。
这一定义表明：第一，地方政府是由中央政府设置的，但在当代，中央政府是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设
置地方政府。
在实行地方自治的情况下，地方自治社团的政府，或者是依据国家相关的法律（如《地方自治法》等
）设置，或者是经国家的认可（如获得特许状）设置，都是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做出决定。
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设置，因而其存在、权限范围的变化，都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意愿。
第二，地方政府是治理国家一部分地域或部分地域某些社会事务的政府单位。
地方政府是一种地域性政府，它治理的地域范围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有些地方政府只对所辖领域中的一部分社会事务承担职责，如美国的学区政府等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方政府学>>

后记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的编写是根据教材规划要求，集体合作的成果。
徐勇、高秉雄在征求学术界相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了大纲。
各章的作者分别为：田穗生（第一、三章）、徐勇（第二章）、高秉雄（第四、五章）、陈晓原（第
六章）、沈荣华（第七章）、吴卫生（第八章）、徐增阳（第九章）、任宝玉（第十章）、李广平、
高秉雄（第十一章）、沈荣华、田穗生（第十二章）。
徐勇、高秉雄、田穗生、吴卫生等对全书进行了统稿。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陈嘉陵研究员、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萧斌研究员作为专家对全书进行了审定。
其中，田穗生研究员对全书的完成做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
高等教育出版社在给予经费支持的同时，文科分社的周亚权先生自始至终都给予了指导和帮助。
华中师范大学教务处十分重视，给予专款支持。
写作中参考了相关文献，并得到有益启示。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地方政府学》是教学科研中急需的教材，但国内相关成果不多。
为写此书，主编和作者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
即使如此，本教材肯定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我们期待教材出版使用后听取各方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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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方政府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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