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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华中理工大学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进取精神，率先
在全国理工科大学中开办文科，文科建设开始起步。
1994年初，以文学院（除经济学以外的所有文科）、经济学院（从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分离出来）的成
立为标志。
我校文科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经过文科师生的共同努力，文科建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至2007年8月，我校文科已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6个博士后流动站、4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3个二级
学科博主点、73个硕士点、26个本科专业。
近30年的努力，我校文科建设取得了一些经验，其基本经验是：遵循“加强基础，面向社会，交叉见
长，特色取胜’的发展方针，从高起点研究入手，尽快进入学科前沿，并依托学校工科、医科的强大
优势.走学科交叉之路.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文科。
具体表现在：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全国首创了“网络新闻传播’专业，在新闻传播界树立了良好的
文理交叉型教学与研究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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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是世界上大都市区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美国大都市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政治分散化，即一
个大都市区中存在几十甚至几百个独立的地方政府。
为消除这种政治分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自19世纪末起，美国的改革者们进行了一系列有创新意义
的尝试，对大都市区内的地方政府关系进行调整，有效地推动了大都市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整合与分散：美国大都市区地方政府间关系探析》即以美国大都市区地方政府间关系为研究对
象，追溯了19世纪以来大都市区内发生的中心城市兼并、市县合并、联邦式大都市政府构建等结构性
改革，并对20世纪后期大都市区中的特区、政府间合作、城市县、区域性协调组织等多中心治理现象
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在此基础之上得出结论：美国大都市区的地方政府间关系在调整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整合与分散两
种相反的张力，而影响这两种张力的则是众多相互冲突的变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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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新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是最近几年一些在城市与区域事务上有丰富经验的学者和政治领导
人提出来的。
这一派别的学者也对大都市区的政治分散化进行了批评，并建议通过改革实现一定程度的整合。
但与过去的大都市政府改革学派不同的是，他们更多从维持经济活力和增强全球竞争力的角度而不是
从效率角度来论证大都市区改革的必要性，新区域主义者认为，有序的大都市区治理体制将会解决分
散化的政府结构所导致的负外部性（如经济与社会隔离），帮助穷困的中心城市重新焕发活力，使得
整个大都市区域在变动的全球化经济中更富竞争力。
新区域主义者也不再呼吁建立正式的统一的大都市政府结构，而是强调通过各种自愿性合作在大都市
区培育一种持续互动的“治理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
新区域主义的代表著作主要有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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