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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察右前旗机构改革
第十三节 建昌县机构改革
第十四节 滑县机构改革
第十五节 上虞县机构改革
第十六节 胶州市李哥庄镇机构改革
第十七节 山东省县乡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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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节 乌兰察布盟机构改革
第八篇 专题研究
第一章 行政机构改革专题研究
第一节 行政机构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第二节 机构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重温邓小平有关机构改革的论述
第三节 90年代中国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问题及使命
第四节 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五节 按新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改革政府机构
第六节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系统构思
第七节 站在行政实践与理性思维结合的高定位上
第八节 正确处理好机构改革中的四个关系
第九节 新时期机构改革的思考
第十节 机构改革要顺应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第十一节 深化国家机构改革的新思索
第十二节 一个完整的句号引发出一场全新的变革
一一市场经济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
第十三节 机构改革为何重蹈覆辙
第十四节 论“条”“‘块”关系
第十五节 条条顺则路路通
――谈我国垂直领导体制改革
第十六节 避免“短线产品”
第十七节 是公司还是政府
――谈谈行政性公司
第十八节 步子也要再快一点
一一机构改革新议十题
第十九节 分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注意研究哪些问题
第二十节 论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与后果
――兼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公用地困境’
第二十一节 构筑一种新的选择模式
――谈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第二十二节 冲破“圆”的局限
――机构改革“后遗症”剖析
第二十三节 加强法制化是巩固发展改革成果的关键
第二章 国家人事制度改革专题研究
第一节 上一次告诫下一次 新形式尚需新内容
――机构改革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配套进行
第二节 机构改革与公务员制度建设
第三节 制定公务员行为规范势在必行
第三章 编制立法专题研究
第一节 机构编制管理的出发点及归宿
第二节 机构改革与法制建设
第三节 从国情出发，探索行政机构编制立法途径
第四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机构编制立法
第五节 推动和加快我国的行政编制立法
第六节 机构编制立法仍需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四章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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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机构和职能
第二节 现代市场经济呼唤重塑政府形象
第三节 面对市场经济政府机构怎么办
第四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模式
第五节 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第六节 社会转型期必须强化政府权威
第七节“小政府”与“责任政府”
第八节 最好的政府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
第九节 论政府行政“企业化”
第十节 协调好步向高效殿堂的每一个台阶
第五章 政府职能转变专题研究
第一节 政府职能论
第二节 谈政府职能的总体转变
第三节 重构政府职能之浅见
第四节 市场经济与政府职能转变
第五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
第六节 政府职能转变要面向“八五”改革目标
第七节 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出路
第八节 改革的目的是转变政府经济职能
第九节 我的转变职能观
第十节 转变职能是一个逐步完善的渐进过程
――对转变职能的哲学思考
第十一节 改革应在行政管理体制和转变职能上下功夫
第十二节 关于政府转变职能的思考
第十三节 奋力追求“实质性进展”
―――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第十四节 政府职能转变难在哪里
第十五节 转变政府职能的“十难”与“十策”
第十六节 县政府转变职能的若干问题
第十七节 政府职能转变中的误区
第十八节 把握方向 谨防误区
――转变政府职能的思考
第六章 依法行政专题研究
第一节 行政法制三题谈
第二节 落实依法行政的关键所在
――加大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
第三节 我国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之陈见
第七章 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
第一节 中国行政效率：是旧话更是新题
第二节 财政为何拮据
第三节 财政负荷超重
第四节 超胀：局面亟待改革
――我国党政机构暨人员编制
第五节 溢之患
第六节 职能、干预及其它
第八章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专题研究
第一节 重塑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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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有企业中的政企职责界定及改革方向
第三节 我国转型时期行政管理的“二元”形态与国企改革
第四节 改革政府机构，塑造新的市场经济主体
第五节 企业搞活有待于政府放权
第六节 结构调整与地方政府
第七节 政企分家步履维艰
――北京市部分企业主管局、总公司机构改革情况的调查
第八节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推倒之后
第九章 社会中介组织专题研究
第一节 中介组织――改革呼唤你
第二节 市场经济与社会中介组织
第三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发展中介组织
第四节 不妨转为中介组织
――专业经济部门转为行业协会的思考
第五节 促进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
第六节 社会中介组织前景广阔
第十章 地方机构改革专题研究
第一节 地方机构改革走势
第二节 地方机构改革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关于“点”的几点思考
第四节 结合本地实际推进机构改革
第五节 地方机构改革与“一体性”问题
第十一章 地（市）级机构改革专题研究
第一节 天折了的超越
――马鞍山下了机构改革之“马’
第二节 裁冗节财二题
第三节 要唤回“禁”的权威
第四节 可怕的“顺德现象”
――经济腾飞中的顺德政府改革
第五节 立足本地实际搞好机构改革
第六节 深圳建立特区新型的管理体制
第七节 我们是如何操作机构改革的
第八节 要注重机构改革效果
第九节 对地区级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
第十二章 县级机构改革专题研究
第一节 县级体制应成为当前改革的一个重点
第二节 为什么从县级改起
第三节 县级机构改革的八个问题
第四节 县级机构和人员的精简
第五节 市县机构改革构想
第六节 推进县级综合体制改革的若干政策思考
第七节 县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第八节 按市场经济观念规划改革
第九节 县乡事业单位改革的几个问题
第十节 也淡县级事业机构改革
第十一节 必设机构与非必设机构
第十二节 发达地区继长增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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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走向发达之路
发达县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及改革思路
第十四节 发达县行政管理改革经验
第十五节 县级市政府机构改革
第十六节 发展第三产业：县级机构改革的迫切需要
第十七节“小机关，大服务”改革的有益尝试
第十八节“三条汇流”更加通畅
第十九节 吉林省大安市机构改革纪实
第二十节 双管齐下加快步伐
第二十一节 山东省县乡机构改革试点情况的调查
第二十二节 马龙县机构改革
第二十三节 华容县机构改革
第二十四节 改革突破口的联动效应
第二十五节 突破与联动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机构改革
第二十六节 部门干预是改革的“拦路虎”
第二十七节 敢问路在何方
记山东省荣成市的事业单位改革
第二十八节 崎岖的山路
贫困地区机构改革忧思录
第二十九节 贫困县：人员怎样分流
第十三章 乡镇机构改革专题研究
第一节 乡镇机构改革刻不容缓
第二节 全方位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第三节 乡镇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规范化
第四节 乡镇机构改革：面向市场农业的土壤
第五节 乡镇政府职能如何转变
第六节 强化乡镇政府职能的途径
第七节 再话乡镇机构改革
第八节 在转轨变型中找准自身新位置
第九节 对部分省份乡镇机构的调查与思考
第十节 从建瓯说起
第十一节 把“蛋糕”再做大一些
――山东省肥城宁阳两县乡镇机构改革的探索
第十二节 错位与回归
――理顺乡镇政权体制刻不容缓
第十三节“使馆”林立
――对江西省浮梁县四个乡镇机构设置的调查
第十四节 干部：条块共管何时了
第十四章 资政史鉴
第一节 风动云动天不动 变易频仍赖中流
―一我国古代行政体制演变及特点述略
第二节 行政派出机构具有自身蜕变性
第三节 分权而治汉唐盛世
第四节 裁冗与“中兴”
――我国古代行政的裁冗减员
第五节 昨天对今天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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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行政管理失控
第六节 商鞅变法中的行政组织改革
第七节 秦汉的员吏及员吏制度
第八节 小议宋代官僚机构
第九节 官无定数国用日滥
――宋代冗官冗费成因析
第十节 明清两代监督体制及其运作概述
第十一节 清代地方政府编内外人员管理
第十二节 50年前的一次精兵简政
――记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精干高效的党政军群机关
第九篇 国外政府机构改革典型做法及经验介绍
第一章 国外实施公务员制度的经验
第一节 加拿大实施公务员制度的经验介绍
第二节 美国公务员制度介绍
第三节 改革战略对比分析
第四节 英国实施公务员制度的经验：能力本位
第五节 日本公务员待遇
第六节 新加坡公务员制度
第七节 外国公务员的兼职管理及启示
第八节 各国文官制度及行政体制改革新形势
第二章 西方国家政府职能探讨与启示
第一节 统治、管理、服务一一西方国家政府职能变化趋势分析
第二节 西方国家地方政府职能弱化问题探析
第三节 重新塑造政府
――西方企业家政府理论简介
第四节 国外的经验教训与我国行政职能的调整方向
第三章 国外一些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日本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法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改革
第三节 权力下放：亚太地区行政改革潮流
第四节 拉美国家行政职能地方化的趋势
第五节 不同类型国家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
第六节 世界各国分权面面观
第四章 国外一些国家行政改革的典型经验与启示
第一节 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概述
第二节 英国政府的行政改革
第三节 美国的行政改革介绍
第四节 日本的行政改革
第五节 金泳三政府的政治与行政改革
第六节 印度联邦政府的行政改革
第七节 法国政府的行政改革
第五章 国外一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介绍及启示
第一节 德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介绍及启示
第二节 美国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六章 国外一些国家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经验介绍与启示
第一节 日本国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经验介绍
第二节 法国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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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韩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及政府干预经济的途径
第七章 国外一些国家政府机构设置的特色
第一节 印度政府行政机构设置的特色
第二节 日本政府职能及机构设置的特色
第三节 韩国政府职能及机构设置的特色
第四节 法国政府职能及机构设置的特色
第五节 美国的县政府组织形式
第六节 瑞典王国政府职能及机构设置的特色
第七节 拉美国家政府职能及机构设置的特色
第八节 非洲国家政府职能及机构设置的特色
第九节 巴西政府行政机构及人员情况
第十节 西方政府机构设置介绍及启示
第八章 国外行政理论研究纵横
第一节 西方行政理论及其沿革
第二节 美国行政法及行政法官简述
第三节 外国行政听证制度简介
第四节 当代国际公共行政的发展与改革
第九章 社会保障与行政机构
第一节 欧美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新趋势
第二节 跋扈无理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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