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困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困境》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7156

10位ISBN编号：750973715X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刘玉海,叶一剑,李博

页数：20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困境》

内容概要

Page 2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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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海，任职于《21世纪经济报道》，先后奉献《北京城市批判》、《天津沉浮》等深度区域政经报
道。
叶一剑，《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经济地理版主编。
李博，《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经济地理版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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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滨海新区新的行政体制改革启动前，在滨海新区范围内，包括塘沽区、汉沽区、
大港区3个行政区以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等9个功能区。 这样一来，滨海新区内有7
个公安分局、5个工商局、6个国税局和5个地税局、6个法院机构、5个检察院机构，机构的重叠使得管
理协调难度较大，行政效率低，运行成本高。 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推进，行政体制与现实发展之
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和问题——规划难以统一实施；产业聚集效应难以实现；整体优势难以发挥；资源
配置难以优化；管理效能难以提高。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曾指出，当时的滨海
新区内部行政效率低，规划缺乏统一协调；下辖的几个功能区和行政区相对独立，‘各自为政，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重复建设；资源不能得到合理有效配置，土地、资金、人才流动不畅。 张高丽曾在听取
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坦承，“体制不顺、机构重叠已经成为制约滨海新区发展的
突出问题”。于是，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之后，天津市委、市政府把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滨海新区管
理体制改革作为重要任务，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经
过反复论证和充分准备，形成了几套候选改革方案。 最终，国务院批复《关于调整天津市部分行政区
划的请示》，同意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以原塘沽区、汉沽区
、大港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并要求上述行政区划调整涉及的各类机构要按照“精简
、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规定和国家土地管理法规政策，加大区域
资源整合力度，优化总体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据《人民日报》报道，本次滨海新
区行政管理体制变革主要包括： 一是建立统一的行政架构。撤销滨海新区工委、管委会，撤销塘沽、
汉沽、大港区现行建制，建立滨海新区行政区，辖区包括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全境。东丽区和津
南区的部分区域，不划入滨海新区行政区范围，仍为滨海新区产业规划区域。 二是构建精简高效的管
理机构。建立滨海新区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同级机构比原有三个行政区大幅度精简。 三
是组建两类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 一类是城区管理机构，成立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工委和管委
会，主要行使社会管理职能，保留经济管理职能。一类是功能区管理机构，成立9个功能区党组和管
委会，主要行使经济发展职能。 四是形成新区的事在新区办的运行机制。赋予新区更大的自主发展权
、自主改革权、自主创新权。 滨海新区的这次行政体制改革分为5个阶段推进，在动员大会召开仅一
个半月之后，滨海新区首届党代会召开，此前调任天津市市委副书记的何立峰当选为滨海新区首任区
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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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國人喜好內鬥，寧可玉碎不願雙贏。
2、这是一本实地调查的结果实录，调查的是京津冀三地的环境问题，得出的结果给人很大的启发。
本书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推荐。
3、封面很喜欢，但是里面的装帧排版什么的就有些差强人意了
4、本书是一本真正的调查实录，对于目前京津冀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而言，本书更能给出很好的答案
。另外，书的文字很顺畅，易读，装帧精美。
5、不愧是记者童鞋写的，角度很中立，语言很客观，以记者的视角，捕捉了京津冀的真实状况，值
得一读，更应引起京津冀高官的重视。
6、能指出问题所在，就是好书~~~
7、所有的脚步都迈不过中国特色的大山，体制问题貌似是个死结！
8、当前资源整合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区域一体化发展，但是区域一体化后否能真正做到资源共享，
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困境》一书梳理出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实况与无奈。 一体化的各区域
犹如一手之五指，如果没有手掌的统一协调，将无法发挥各自特长。公正性的政策引导与协调将是至
关重要的。
9、大段的重复与引用，叫“著”真不合适
10、国家经济地理
11、想起了知乎上关于京津冀的“吸血”发展和江浙沪的“哺育”发展的研究，值得深思，但是是个
短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12、一说起来好像还都是受害者，都委屈的不得了。可比起来明明是我们圈儿省亏大发了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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