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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内容概要

《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研究我国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的着眼点，主要是从行政层级入手寻
找制约发展的因素，提出民族地区从目前依靠输血生存，走向依靠自我造血发展的相关理论；从政治
统治需要的行政管理区划，走向政治生态，社会和谐，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行政经济区划；如何面对新
的历史机遇，认清国内、国际各种可用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开发国内、国际两大潜在市
场，实现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最终实现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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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友
男，1962年生，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就职于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中国
生产力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公共行政管理。主要著述：《投资决策
论》、《中国县域经济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岷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研究》等。科研成果获国家民委二等奖两项、四川省人民政府三等奖一项、国家学术团体奖多项。

Page 3



《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第三节 本书的创新之处
 第四节 本书结构与内容布局
第二章 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研究现状及述评
 第一节 国外研究动态
 第二节 国内研究动态
 第三节 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评述
 第四节 我国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的理论根据
 第五节 本书创新的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的理论
第三章 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节 研究思路
 第二节 研究方法
 第三节 研究限制
第四章 我国历代行政区划发展历程及其规律
 第一节 行政区划起源
 第二节 我国历代行政区划概况
 第三节 我国历代行政区划发展规律
 第四节 我国历代政区演变的启示
第五章 我国行政区划模式与国外行政区划模式的比较
 第一节 世界主要国家行政区划模式划分
 第二节 世界主要国家行政区划模式分析
 第三节 中外行政区划比较及借鉴
第六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发展历程
 第一节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历史发展
 第二节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设置
 第三节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建制
第七章 研究发现与行政区划改革设想
 第一节 研究发现
 第二节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现行行政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三节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改革设想
第八章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行政区划改革个案验证
 第一节 甘孜藏族自治州州情概况
 第二节 甘孜藏族自治州行政区划历史与现状
 第三节 研究发现甘孜藏族自治州行政区划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四节 拟定甘孜藏族自治州行政区划改革方案德尔菲法分析
第九章 我国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改革建议
 第一节 现行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的主要弊端
 第二节 我国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改革建议
 第三节 我国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四节 推进我国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的措施建议
结论与展望
参考文献

Page 4



《民族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章节摘录

　　第二章  民族地区行政区划　　研究现状及述评　　不同国家因政治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基础
的不同，其行政区划的建构形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民族的界定和行政区划结构的
认识也有一定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是国内理论界对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热潮期。同时，民族地区
行政区划改革也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因此，对国内外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进
行回顾、总结与评析，对推动我国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的相关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关于民族及民族行政区划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从种族与少数民族群体的形成
人手，而专题从民族区域的行政区划结构出发，研究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在笔者已查阅的文献中很
少发现。多数国家都是将少数民族区域的行政区划纳入国家整体行政区划标准格局，没有区别对待。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对少数民族的界定和管理与我国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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