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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省管县改革：绩效预期与路径选择（基于浙江的个案研究）》共分六个章节，对省管县改革中
的绩效预期与路径选择作了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制度环境变迁中的市管县体制困局；省管县体
制绩效的经验验证：以浙江为样本；强县扩权之后：省管县改革的现实意义等。
从“市管县”到“省管县”的行政层级改革，决不仅仅是一个取消地级管理层的简单问题，而是广泛
涉及到行政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的统一调整，省与市、县职能的重新界定和配置，地方政府内部事权
、财权的重新安排，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司法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地方政府权力
的政治监督等一系列重大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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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显明，1964年生，浙江龙泉人，复旦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
现任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教授。
公共管理学部主任、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理论、行政管理学硕士生导师。
兼任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公共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
，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政治学首席专家。
先后入选浙江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重点资助对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浙江省“五个一批”理论人才。
1998年以来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省级规划重点以上项目1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哲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出版有《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权力与市场：权力交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信
用政府的行政逻辑》、《超越与回归》等个人专著8部。
相关成果曾获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行政学院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浙江省社
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目前主要从事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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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从市管县到省管县：一个文献综述（一）“市管县”体制的局限和弊端（二）“省管县”体
制的优势及现实可行性（三）“省管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二、省管县改革的效应：一个理性的审
察（一）演进论视角下的省管县改革（二）政府转型视域中的省管县改革（三）非均衡社会格局中的
省管县改革（四）制度环境变迁中的省管县改革第一章 制度环境变迁中的市管县体制困局一、市管县
体制设计的初衷及其制度环境二、“制度意外”与市管县体制绩效的抑制三、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变
迁及其对市管县体制的侵蚀四、市管县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性规律的冲突第二章 行政层级与管理
幅度：理论和经验借鉴一、政府层级与管理幅度的互动关系二、西方国家行政层级设置及其演变趋势
三、中国政府层级设置的历史经验四、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层级相关变量的变迁（一）政府职能定位
的演变（二）政府管理能力的提升（三）政府管理技术条件的改善（四）政府管理外部环境的变迁第
三章 省管县体制绩效的经验验证：以浙江为样本一、浙江现象及其与省管县体制的关联性二、浙江省
管县财政体制的由来及其绩效三、浙江“强县扩权”改革及其绩效四、浙江经验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五
、“强县扩权”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一）强县带动与弱县激励并重模式（二）重心下移、统一放权模
式（三）市县分置与扁平化管理模式六、“强县扩权”改革面临的挑战第四章 强县扩权之后：省管县
改革的现实意义一、浙江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特殊优势（一）行政区划：行政小省的先天优势（二
）市场化水平：相对合理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三）体制背景：省管县财政体制及县域经济现象（四）
强县扩权：省管县改革的经验与基础二、省管县改革与浙江城乡一体化进程三、省管县改革与浙江经
济的转型升级四、省管县改革与浙江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第五章 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一、
扩权强县：省管县改革的现实突破口二、市县分治：省管县改革的核心内容三、区划调整：省管县改
革的重要步骤四、职责重构：省管县改革的重要任务五、财政均衡：省管县改革的重要保障第六章 省
管县改革的制度环境及其展望一、政府职能转变：省管县改革的一个关键变量二、区划改革：省管县
改革的重要支撑三、有序竞争：健全政府间竞争协调机制四、权力制衡：探索省管县体制下的政治分
权机制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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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乡镇实际承担的公共事务管理事务和公共服务职责已经相当繁重。
浙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行了强镇扩权改革。
显然，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乡镇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差异，进而
也决定了乡镇机构改革方向、思路的不同选择。
　　再以“市管县”体制的推行为例。
实践证明，市领导县体制的效果往往与市的经济实力及其所领导的县的数量密切相关。
市或者说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在一定时期总是有限度的，市领导的县的数量如果超出这一限度，不仅
会产生带不动的问题，而且容易引发市县之间的矛盾。
在推行“市管县”体制的过程中，不可能根据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来确定市与其领导的县的匹配关系
，一般都是以地改市的方式，将地区所在的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甚至将地区所在的县分步升格为地
级市，同时将整个地区的其他县（市）纳入新成立的地级市的管辖范围。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发达地区，一般中心城市相对发达，城市密集，被设置为地级市的数目也相对较
多，其周边受其辐射的县却相对较少。
相反，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数量少，在推行“市管县”过程中设立的地级市，基本上是通
过行政手段升格而来的，其经济实力通常较弱，辐射能力也差，周边被纳入其管辖范围的落后县却很
多。
这样，“市管县”体制的推行就出现了实力较强的市领导的县很少，而实力很弱的市领导的县却很多
；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无县可“领”，中西部许多经济落后的地级市却根本带不动周边众多
经济更为落后的县的局面。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大马拉小车”与“小马拉大车”并存的问题。
 “大马拉小车”与“小马拉大车”两种相对比较极端的现象都说明，“市管县”的制度设计完全可能
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划条件的差异，产生不同的体制绩效，甚至可能因此而基本失效。
这无疑为“省管县”改革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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