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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镇政府管理》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研究》的成果之
一，也是《中国地方政府管理丛书》的一种，该书是作者在赴江西南城县建昌镇实地
调查的基础上，依据丛书统一的写作大纲，运用一些现代政治学方法撰写而成的。作者的写作分工是
：第一、三、五、七章由张全在撰写；第二、四、六章由贺晨撰写。全书最后由谢庆奎教授
统一修改定稿，南城县委书记张建国同志为本书作序。本书的调查、写作、修改、审校和出版得到了
许多人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作者在此深表谢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作者的研究生导师谢庆
奎教授从始至终一直给予作者殷切的关怀和指导，使得作者有充分的信心和学力完成该书。吴俊生同
志详尽、周到地安排了此次调查的日程，并与作者亲赴建昌镇调查，参加了多次访谈及大量的资料整
理工作，耗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全书完稿后吴俊生同志在百忙之中帮助校阅了书稿，并作了
一些修改，尤其值得铭记。香港城市理工学院梁君国先生等人认真阅读了书稿，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
意见，使得本书更为简练。
最后，该书调查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南城县建昌镇党委、政府的积极协助和支持，特别是镇党委书记曹
成敏等同志尽量为作者的调查能够提供方便，保证了调查比较圆满地结束。
《镇政府管理》一书是作者首次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地方政府，全部使用第一手资料，从历史和现实环
境、机构与职能、决策过程与执行机制及改革与发展等方面详细分析了镇政府管理的具体运行过程，
在镇政府的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管理方式、决策程序、党政关系等方面得出了一些结论。
镇政府是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是一定地域内人口、经济、文化和建设的中心，肩负着党和国家政策
的贯彻和城镇经济发展的重任。镇政府管理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任务繁重，内外联系复杂，同群众
关系密切。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项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强化镇政府管理
，提高镇政府管理水平，把镇政府建设成为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效地领导和管理
本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事务的有活力、有权威、高效能的一级政权，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作者编著的《镇政府管理》一书，以建昌镇为基点，立足今天，追溯历史，着眼未来，以翔实
的资料、精辟的论述，对建昌镇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过程、行政管理行为以及行政管理的效应
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为镇政府管理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可靠资料，同时对
当前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镇一级政府转变职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纵观全书，作者收集的
资料比较充分，分析比较确切，完全符合建昌镇的实际，对探索镇政府管理的经验，有很大的启发。
建昌镇所在的南城县位于赣东中部，居时江下游，总面积1697.9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86195亩，
水域面积165600亩，主要矿产资源有铁、硫铁、金、铜、石灰石、莹石、煤、稀土、铀等。全县辖7个
镇10个乡、62776户、270217人。南城建县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已有2197年的历史。在1949
年以前，南城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战乱频仍，灾连祸
接，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南城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
善和提高，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改革
开放的政策，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1994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达5.43亿元，
提前6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11亿元，比1978年增长1.36倍；粮食
产量达1.9亿公斤，比1949年增长6.8倍；工业总产值达3亿元，比1978年增长12.1倍。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迅速，城镇建设成效显著，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南城县通讯发达，交通四通八达。
206、316国道贯通全境，北达南昌、鹰潭，南抵广东，东至福建，西可往吉安入湖南，地方公路实现
网络化。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名胜古迹遍布全县，有着十分可观的发展前景。
作为赣东名镇——建昌镇，位于南城县中部，面积约5.53平方公里，辖10个街道居委会，2个郊区行政
村，全镇10937户，41335人，耕地面积1039亩。它是县委、县政府的驻地，因而是
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建昌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自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将县治迁至
今址，已历时1700多年，历史上称其地“位踞八闽之咽喉，邑控百粤之襟带”，历代为军、路、府及
行政区署驻地。1938年城区分称长治镇、久安镇（河西）、自强镇（河东）。1949年前夕称一区时南
镇，1954年称城关镇，1958年改称城关公社，1980年复称城关镇，1983年改称建昌镇。1949年以后，建
昌镇的行政管理机构，经历一个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再到基本完善的过程。这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和加
速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变和改革开放政
策的实施，在镇政府管理机构改革上，改变以往党政不分、机构重叠、关系不顺等弊端，以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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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完善行政体系，理顺政企关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事制度，
镇政府管理机构改革有了新的突破，逐步成为一个精干、高效、务实的管理机构，为促进经济和各项
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78年至1994年的16年间，建昌镇经济得到飞速发展，镇办工业企业
已发展到20家，个体私营企业达25家，个体工商户达857户，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15628万元，财政收
入达235.9万元。城镇建设日新月异，新修建的盱江大道、建昌大道纵贯全镇南北，镇内原有的东、南
、西、北四条老街和66条小街小巷，全部铺设了水泥路面，城内的三个街口，竖起了高架灯，建成两
个大型农贸市场，新建的能源大楼、邮电大楼、服务大楼、建行大厦、物资大楼、电影院等拔地而起
，姿态各异，争相媲美。邮电电信事业发展迅速，开通6000门程控全自动电话，可直拨全国和世界各
地。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现有地属卫校、师范、经贸学校各一所，有中学3所，完全小学5所，学
生8480多人，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各种文化设施齐全，新建了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工人
文化宫、体育场等，有电视差转台2座，可以同时转播中央电视台和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电视台
的节目。医药卫生事业持续发展，医疗设施齐全。建昌镇名胜古迹颇多，镇西5公里处的麻姑山，是
全省重点风景名胜之一。建昌镇已发展成为赣东地区一座新兴的名镇。
政府管理是一门新兴的科学。研究和探讨镇政府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对于认识和创建政府管理的基
本行为模式是十分必要的。《镇政府管理》通过对建昌镇历史沿革、政府机构、政府职能、政府决策
和执行等方面的探讨，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有着十分突出的代表性、实践性和针
对性。建昌镇作为赣东的一座重镇，集农、工、贸为一体，具有中国城镇的一般特点，因此，对其他
城镇的管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我先后担任过几个县的领导工作，现又在南城县主政，深感镇政府管
理的重要性。作者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建昌镇政府管理实践，总结提高到理论的高度，编
写出《镇政府管理》一书，并同读者见面，必将对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者以我在南城县担任领导工作之故，嘱余作序，于是欣然命笔，略书数语，引以为序，不妥之处
，望读者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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