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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方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前者，就不能了解后者。
每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却有多个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更为息息相关，与多样性的地理和社会生态环境的联系更为密切。
　　在欧关，地方政府被视为民主政治训练的场所、公民道德和意识培养的基地、切合公民需要的公
共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者、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的制衡者之一。
二战以来，地方政府在现代发达国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随着福利国家的出
现而越来越多，公共开支不断增加。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和相互依赖。
这种情形使地方政府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潜在矛盾的对象。
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地方政府管理体制中的问题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变得越来越明显。
地方政府开支紧缩，而公民的服务需求仍在增加，地方政府要求改变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和减轻其负担
，公共服务传送中存在的协调困难和目标偏离问题越来越突出，公民中弥漫着对地方政府与政治的冷
漠情绪。
在这种背景下，一股从英国开始的地方政府改革浪潮席卷全球，并持续至今。
　　地方政府改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是许多国家地方政府改革首先必
须面对的问题。
综合各国的情况看，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途径有以下几种：（一）通过出售的方式将原来由政府承担
的职能直接交由私人来承担；（二）基于购买和生产、掌舵与划桨的区分，地方政府将所要提供的公
共产品和服务通过公开竞争或委托的方式承包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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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各国学者集中就地方自治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文集。
作者来自政治体制各异的国家，他们选择的分析样本也极具多样性：匈牙利和波兰代表了政治转型中
相对较新的民主制度，揭示了从高度中央集权向地方自治的转化过程；西班牙走上重建地方政府的道
路，代表了西欧国家中的新型民主体制；日本既有本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又不断吸取西方的宪政理念
，而地方自治在这个复合民主体系中也是一个复杂问题；英国的地方政府当然是最为古老的民主制度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娜威和瑞典的地方政府则在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这些个案分析中，既有实证研究，也有学者们的理论模型建构。
正是这种全球视野中的多元政治文化图景，拓宽了我们的眼界，启发了我们的思维，有助于我们建构
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结构形式下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与配置、监督与制约等方面的理论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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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权推进委员会内部的争论　　村山创立了分权推进委员会并任命了其成员。
尽管经过严格甄选，前任官僚仍然被任命到各分支委员会，其成员大部分是支持分权改革的。
商业界、学术界与新闻界的代表也支持改革。
代表整个日本的六个地方领导人团体都声称支持该委员会，并为自身利益游说中央政府。
　　委员会内部的争论集中在如何驳斥“谁来填补真空”的论点上，这个论点一般是由地方自治的怀
疑论者提出的。
该论点认为，分权和地方自治听起来很好，但在现有的地方政府能力条件下，有效履行公共职能需要
中央政府的指导和保护。
谁来填补由分权改革造成的真空?没有人能够。
因此过去的改革家除了想像对整个地方政府体制进行彻底重塑，期望新体制中能有人或物来填补空白
之外，别无选择。
而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分权推进委员会现在声称，不需要改变体制的基础。
例如，我们不必将现行的三层体制（中央、县和地方）转变为四层或双层体制。
我们也不必将体制改变为联邦制，更不必将县合并为其他种类的地方政府。
相反，应当裁减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干预。
“真空”将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现行体制和相关参与者来填补。
　　分权推进委员会列举的可能的“填补者”很多。
首先，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将是很合适的人选。
小型的市、町、村可以通过合并提高其能力。
随着促进公民参与的手段不断出现，如信息公开化、更宽松的参与条件、公民复决和召回等等，应当
由公民而非国家政府来更密切地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
地方当局官员和地方议会的官僚在政策制定和监督方面，均应有更高程度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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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很感谢大学时的恩师和班主任万鹏飞副教授将本书的翻译任务交付给我，但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恰
巧事情非常繁多，故而翻译的任务一拖再拖，这一直是我十分内疚的。
　　本书的完成是集体劳作的结果，参加翻译工作的主要人员有杨立华、张菡、吴瑕。
此外，我的学生杨培鸿、买楠楠、彭茜、李晶也参与了分量不同的部分工作。
　　本书最后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朱天飚副教授负责校对，朱老师认真负责的工作为本书增色不
少。
　　也要真诚地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为本书的完成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正是因为他
们严谨的作风和出色的工作，才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作者的文风、表述方式和语言能力都非常不同
，每篇文章涉及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文化也不同，而且几乎每篇文章中都夹杂着大量的各种非英语（原
作者的母语或者其他语种）化的表述，同时由于编辑出版的问题，本书的原版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字
错误等，所有这些都给本书的翻译带来了极大难度和麻烦。
编辑推荐地方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前者，就不能了解后者。
每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却有多个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更为息息相关，与多样性的地理和社会生态环境的联系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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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地方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前者，就不能了解后者。
每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却有多个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更为息息相关，与多样性的地理和社会生态环境的联系更为密切。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趋向地方自治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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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