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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乡镇人民政府，是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国家在农村地区设立的最基层国家行政机关
。
推进乡镇政府管理改革是实现广大农村地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
《乡镇政府管理改革研究》一书共分7章，第1、2、3章主要阐述了乡镇政权、乡镇政府及其管理改革
的基本理论知识；第4、5章从乡镇政府的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来研究乡镇政府管理改革的对策措施；
第6、7章在研究内容和范围上进一步延伸，结合当前发展实际来探讨乡镇政府管理改革的有关问题。
　　第1章阐述了乡镇政府管理的基本理论，首先从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历史阶段划分
来分析中国乡镇管理体制的演变；其次是阐述了乡镇政府管理的基本职责与权限、地位与作用以及基
本特点；最后部分从党和政府制定、颁布的有关重要政策的角度来划分我国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四个
发展阶段。
第2章主要针对乡镇政府的发展方向，在综合概括目前学界四种主要观点，即强化论、虚化论、半自
治论和取消论的基础上，对这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逐一进行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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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推进乡镇政府管理改革是实现广大农村地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
《乡镇政府管理改革研究》一书共分7章，第1、2、3章主要阐述了乡镇政权、乡镇政府及其管理改革
的基本理论知识；第4、5章从乡镇政府的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来研究乡镇政府管理改革的对策措施；
第6、7章在研究内容和范围上进一步延伸，结合当前发展实际来探讨乡镇政府管理改革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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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学习型乡镇政府6.2 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6.2.1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和
重点6.2.2 实现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途径6.3 改革权力运行机制，促进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协调发展6.3.1
完善公共决策机制，提升政府执行能力6.3.2 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建设6.4 完善人事、财务制度，
实现人权和财权的协调6.4.1 贯彻落实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6.4.2 推进财务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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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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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乡政府和村公所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乡建制在抗日根据地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民主根据地依据“三三制”普遍建立了乡政府和村公所。
　　在陕甘宁和华中解放区，农村基层组织形式是乡参政会和乡政府委员会。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大会（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
乡代表会即直接执行政务机关”；“采用直接、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
治机构，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②。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条例》，对乡行政区划和政权组
织及其职能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甲等乡面积纵横不得超过10公里，人口不得超过1200人；乙等乡
为20公里，人口1000人；丙等乡为30公里，人口1000人。
乡参议会为乡最高政权机关，由各抗日阶层的代表组成，每年改选一次，乡长及政府委员会同时改选
，可连选连任。
乡政府在参议会闭会期间为本乡最高政权机关，由参议会选出的乡长和乡政府委员组成，乡长向乡参
政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乡政府委员会每半月应开会一次。
乡下辖行政村，设村主任一人，行政村下分若干自然村，设村长一人。
在晋西北、晋察冀等解放区，农村基层组织形式为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公所。
村民代表会议为本村权力机关，村公所为本村行政机关，村公所设正副村长各一人，由村民代表会议
正副主任兼任。
正副村长下设委员会。
各委员会分工负责职权范围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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