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央直辖市政区空间组织与制度模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央直辖市政区空间组织与制度模式>>

13位ISBN编号：9787564134167

10位ISBN编号：756413416X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东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君德，马祖琦，熊竞

页数：377

字数：5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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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央直辖市政区空间组织与制度模式>>

内容概要

　　直辖市政区制度的改革对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对中央
直辖市的研究很不充分和系统，至今尚没有相关的专著出版。
《理论架构比较分析及实证研究：中央直辖市政区空间组织与制度模式探析》为作者刘君德等在参与
上海直辖市大量研究与改革实践、对国外直辖市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解剖以及对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
比较的基础上，经过系统总结与理论提升形成的成果。
《理论架构比较分析及实证研究：中央直辖市政区空间组织与制度模式探析》分五大部分15章。
书中重点对中央直辖市的理论构架、中国中央直辖市政区空间组织模式的建构、改革方向，以及上海
直辖市政区的演进过程、形成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针对上海城区与郊域政区以及其次级政区（区县）、基层政区（街、镇）不同情况提出了改革设想。
《理论架构比较分析及实证研究：中央直辖市政区空间组织与制度模式探析》运用行政学、城市科学
、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学等相关理论以及独特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探讨中国中央直辖市的政区空
间组织与制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可供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和政治学、行政
学研究人员，行政工作者，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和社会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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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区空间组织制度问题，尤其是中央直辖市的政区改革是个十分重要、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理论架构比较分析及实证研究：中央直辖市政区空间组织与制度模式探析》中的许多观点和方案设
想是作者刘君德等长期思考的结果，其中部分思路虽然在与政府领导和相关同志的讨论中有所共识，
但不代表政府的观点。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改革思路、设想方案可能是一家之言，目的是期望与广大读者共同讨论，以推进包
括中央直辖市在内的中国城市制度的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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