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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乡统筹发展”（也即不同时期所表述的“城市化”、“城镇化”等）与“行政区划改革”这两大
命题，在最近30余年中的中国，既是为理论界所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论题，也是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而
又难以有效解决的难点和重点所在。
本书主要从政区地理学的视角出发，选择城市化与行政区划的一些基本问题，以二者的互动关系为切
入点，从历史发展和中外对比等角度，对此重新加以诠释和辨析，以澄清一些模糊和错误的看法，提
出一些新的观点，对政区地理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加以论述。
并在此基础上，既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发展、变革的过程作了概括分析，也
从历史文化等视角剖析了政区在地方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既在宏观上提出对未来中国的城市化推进
、城乡统筹发展的落实与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设计和思考，也在微观方面，以浙江省改革开放以来行
政区划体制的变革及其对推进城市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作用，影响与问题为例，进行了详尽的实证研
究。
最后，分析了中国当代行政区划问题的根源与实质，并提出一些改革的政策主张。

　　本书除“导言”外，共分7章，分别就城市发展、政区模式、中外比较、近代演变、文化意蕴、
浙江经验、问题实质与政簟主张等方面进行分析，就有关概念、理论等加以归纳和梳理，并提出作者
对中国当代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深层思考。

　　本书可供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研究、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相关专业人士和大学师生学习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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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宁越敏等也认为：“西周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两项突出的成就，其一是
产生了中国城市体系的雏形，其二是都城与宫殿建设，它们对后世的城市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故至迟至西周时期，应该认为已经出现正式的行政区划及其相应的政区体系。
当时的高层政区（诸侯国）与周天子的关系，具有近代以来的联邦制国家的特征，可以认为有些类似
于今天美国的状况。
　　2.1.2 关于“行政区划”的发展——以香港地区为例　　自有国家开始，便有了按地缘关系进行分
区分级的区域划分。
随着国家体制的完善和地方人口增长及公共管理之需，则不论就一国之内，抑或各个地方，其行政区
划及其权力配置格局会有一个逐渐划分、定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认为是所谓行政区划的发展的
含义。
对于行政区划的发展，国内外多是从具体的历史过程入手加以描述，宏观上、理论上的概括尚少。
　　国外曾经有学者将行政区划系统的空间进化结构描述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该地区未被发现之
前，没有行政区划；第二阶段，已发现但未有人居住，有些边界已在地图上标出，以示对该地区的拥
有权；第三阶段，部分地区有人居住，其居住部分被划分成更小的行政区；第四阶段，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居住区扩张，这时便有新的地区被界定，另一种是居住区人口密度增大，行政区便随之被进一
步划分成更小的行政区；第五阶段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居住区人口密度增大，为发挥经济规模优势
而将小的行政区合并，另一种是随着交通的革新、通讯系统的改善，行政区服务质量集中化与标准化
；第六阶段，随着价值、人口密度和布局结构的变化修正供求关系，这时区域演化成多种功能的综合
体，虽然行政区保持在不利用经济规模优势的水平，却能提高标准化的地方服务。
　　对此，我们还可以香港地区等为例，从一个较小的区域的政区演变过程来窥见一二。
　　香港目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辖下的政治性的特殊型政区。
由于其特有的历史背景及政治发展走势，受其原殖民地宗主国即英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影响很深；同时
，又由于地域面积狭小，城市化程度很高，故更多地表现为城市型政区特点。
另外，香港地区的行政区划实际上并不完全，正处于形成和发展之中，某种意义上其内部目前仅可算
作一种准行政区划。
但就其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聚落的扩展、政治体制的完备和行
政管理及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会逐步成为正式的区划单元，构成完整的地方行政区划系列。
因此，这里来看一下其行政区划的演变，有助于我们理解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区划的发展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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