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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区域问题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极其重要的命题，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经济科学学者们长
期关注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从事城市－区域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行政区划视角。
　　我从1983年开始介入行政区划问题，1989—1993年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以后又提出发展和
完善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至今已经有25个年头多了。
2008年，我与我的部分学生们一起，认真商讨和策划，决定与东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当代中国城
市一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意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注入新的活力，
并从权力?空间?制度视角对当代中国城市－区域发展问题进行新的探索。
如今，经过近3年的筹划与准备，《丛书》终于问世了！
　　在《丛书》出版之际，我作为“行政区经济”这一概念和理论的创始者，很有必要就行政区经济
理论形成的来龙去脉和相关问题做一些说明，这对那些有志、有兴趣介入行政区经济理论建构的同志
，或希望能够利用行政区经济理论来揭示或解释当代中国各种城市－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或问题
以及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同志们来说，可以提供更为清晰的学术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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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的空间配置过程，本书分上、下两编深入探究中国“统县政区”和“县辖政区”
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改革。
对统县政区、县辖政区的沿革、发展脉络，各时期主要设置与管理体制作全景式的描述，归纳其各自
沿革规律、发展机制，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两个层级政区发展演化的内在机制分别作深入剖析
，围绕当前行政区划改革，进行多角度、多学科、系统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构设出我国未来两个层级
行政区划改革原则、目标路径与近期重点等。
最后，本书提出统县政区的改革路径和县辖政区的体制改革方向，对于统县政区，提出留其“名”而
改其“实”的“回归监督”的政策主张，对于县辖政区的改革，提出的诸如“县下辖市”等设想，其
理想图景和最终目标，则是“推进自治”的政区治理结构。
    本书从权力、空间、制度的视角系统分析“统县”与“县辖”两个政区层次的问题，紧扣时代发展
脉搏，涉及我国当前行政区划发展的热点问题，可谓集科学性、前沿性、创新性与可读性于一体。
可供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者，高校地理学、政治学等有关专业教学科研参考，也可供其他专业选
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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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认为，县（及县级政区）在中国的政区体系中具有核心和基础的地位，是各地地方特色、文
化遗产形成的主要依托，也是政府治理“合法性”的重要表现。
这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分析：表象来看，从历史发展和现实态势而言，在长达2000余年不间断的发
展历史中，县在客观上形成介于地方和基层之间，具有承上启下、沟通各方的作用的政区层级；而从
深层来分析，县实际上还具有形成地方特色，并进而维系地方，形成地方性、地方遗产的重要作用，
也是政府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1）表象：历史发展与现实态势　　从政区的历史发展来看，在各类政区体系中，县是最为稳定
的，其延续性也最长。
一般认为，县制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代，并一直延续至近代，以迄于今，延续2500余
年。
同时，又贯穿不同社会形态，且其内在治理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职能定位上，县又一直为
治权所及的最主要单位，具备完善的治理功能，可以承担较为全面的权责，县级官员也一直有所谓地
方的“父母官”、“亲民官”的称呼。
对此，谭其骧先生早于1940年代就曾有论述：“县乃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之基本单位。
州郡置罢，分并无常，境界盈缩不恒，县则大致与时俱增，置后少有罢并，比较稳定。
⋯⋯县则历代标准大致相似，虚置滥设者较少。
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
发此县动力所自来。
”当代政治学者吴国光也认为：“‘县’在中国目前是行政区划的关键一环：低于县的层级（即目前
的乡镇一级）并不具备全面的治理功能；而高于县的层级（包括地市一级和省一级）则距离民众较远
，幅员更为广大，虽则其治理功能基本上是县一级的放大。
在多种意义上，‘县’都是中国权力架构的基本单位。
正因为如此，目前中国政治所面临的困境在县一级也特别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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