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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一体化中的政府与治理：对武汉城市圈的实证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将武汉城市圈战
略置于武汉城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在探讨该战略的内涵的基础上，分别以武汉城市圈区域
市场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为例，充分展现了省级政府与各地市政府在其中的功能及其行为方式，
以及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区域治理模式的变革。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区域一体化的考察，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区域一体化对
地方政府组织、功能及其治理方式的影响，揭示了区域一体化与地方政府及其治理的互动关系，阐释
了地方政府推动区域一体化的作用、内在动力及其行为方式，对于突破地方分割、实现区域整合具有
重要的理论参考及实践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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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划行政到区域治理：城市时代的治道变革(代序)绪论一、研究的缘起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三
、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四、研究思路和叙述框架五、样本交代第一章 武汉城市圈一体化演进：从行政
协作到区域融合第一节 计划配置下的地区协作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区间资源交流二、计划体制下的
地区经济协作三、计划体制下的公共服务及管理分割第二节 “放权让利”下的横向合作一、公有企业
市场化与市场区域化二、社会与服务的跨区域“两通”三、地方政府管理的横向联合第三节 区域一体
化新趋向——区域融合第二章 跨越边界的区域战略：“1+8”武汉城市圈第一节 武汉城市圈一体化的
“门槛”：地区分割第二节 武汉城市圈战略及目标：“一体化”与“增长极”一、战略目标与变革指
向，二、武汉城市圈战略内涵本章小结第三章 区域市场一体化中的地方政府及其治理第一节 纵向推
动：区域市场一体化中的省级政府一、省级政府的纵向行政推动二、功能与限度：纵向权力的界限第
二节 横向合作：区域市场一体化中的地市政府一、拆除市场壁垒——农产品“零门槛”进武汉二、从
恶性竞争到主动合作：汉、鄂开发区“化干戈为玉帛”本章小结第四章 公共服务一体化中的地方政府
及其治理第一节 区域公共服务起步与探索第二节 交通一体化中的地方政府一、交通先行：功能与意
义二、纵向推动：交通一体化中的省级政府三、横向联动：交通一体化中的地市政府四、交通一体化
：省级政府推动下的地市合作第五章 公共管理区域化中的地方政府及其治理第一节 层级设置：武汉
城市圈领导机制第二节 上下互动：武汉城市圈决策机制第三节 纵横协调：武汉城市圈协商机制第四
节 自上而下：武汉城市圈执行机制本章小结第六章 武汉城市圈一体化的地方政府动力及条件第一节 
外部竞争与内部失衡：湖北发展的现实压力一、省际竞争：来自湖北的外部压力二、“一强众弱”：
源于区域内部的发展瓶颈第二节 示范效应与社会思潮：经验基础及思想准备一、世界潮流：经济全球
化与区域一体化二、实践经验：市管县体制第三节 武汉城市圈动力空间模式：中心辐射外围第四节 
武汉城市圈纵向动力：中央支持结论 区域一体化与地方政府及治理：演进、关联与模式一、一种关联
、两种倾向二、两种路径下的政府角色：地方政府行动网络与新区域主义三、模式与趋向：从多元行
政到复合行政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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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省级政府自上而下对地方政府注入资金进行交通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的兴建由来已久
，但执行形式是分区划划拨，由各地政府及交通部门支配，主要根据本地需要使用。
而在武汉城市圈战略下，省级政府或者直接投资，或者与地方政府共同投资，目标主要指向9地市交
通运输一体化建设。
省级政府城市圈交通的资金注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市政府的资金短缺，加快了交通运输一体化建
设速度。
三、横向联动：交通一体化中的地市政府推进武汉城市圈交通一体化，并非湖北省政府一相情愿。
随着各地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对交通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对外连接性与
网络性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不论地方发展水平的高低如何，交通通达率越高，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益处越大，这一点对各地方政府
而言，无可争议。
相反，严重滞后的交通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
天门政府已经意识到“交通落后仍是制约天门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天门虽然有两条高速公路在
建，天仙一级公路业已建成。
但是，天门交通环境的改善仍需要2～3年的时间，这期间有可能错失一些重要的发展机遇。
特别是天门距武汉的直线距离只有79公里，但没有直达武汉的快速通道，建成的天仙一级公路和今后
的武荆高速公路建成后，天门市的交通优势仍然落后，不具备竞争力。
另外，天门临汉江、拥汉北河，但因为疏浚工作没有启动，两条黄金水道的作用都没有发挥出来”。
然而，由于诸如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具有投入大、收益周期长等外部性强的特点，地方政府
或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实力，或受制于辖区范围的限制（仅能在本辖区内修建公路等）等，未
能在道路修建的对接E达成一致，从而无法形成连接顺畅的跨区域交通网络。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没有形成交通一体化的实际作为，并不意味着地方经济社会对交通一体化没有迫
切需求，相反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大程度上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内在需求，这种反差不仅存在于现
实之中，而且也被地方政府所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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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一体化中的政府与治理:对武汉城市圈的实证研究》是社会学论丛之一。
《区域一体化中的政府与治理:对武汉城市圈的实证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城乡基层治理研究”（09JZD002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大陆与台湾农村基层
治理比较研究”（10YJA810034）和中共中央编译局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统筹发展
研究”（11C08）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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