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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改革的新趋势与新经验

强宇豪

摘 要： 行政区划改革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和基础。 作为国家结构的一种

基本组织形式， 行政区划是政府组织结构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 是行政权力的空间配置， 被

视作国家治理形式和政府组织架构的空间投影。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为适应飞速发展的市场经

济及其带来的社会变迁， 我国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进入

新时代，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呈现的新形势， 深化行政区划改革成为必然要求。 新

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主要集中在推进 “区界重组”、 重启 “撤县 （镇） 设市” 和调整开发区与

行政区关系三个领域， 在系统总结汲取既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 以基层行政区划调整为抓手，

旨在理顺政府职能， 协调权责关系， 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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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要实现政府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

的现代化，首先要建设有为有效的现代化政府。政府组织结构作为政府自身的内部基本特征，直

接影响着政府职能的履行和现代化高效政府的建设。因此，组织结构改革是新时代中国政府改

革的重要保障和组织基础。作为国家结构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行政区划是政府组织结构在空

间上的具体体现，是行政权力的空间配置，被视作国家统治形式和政府组织架构的空间投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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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的设置不仅关乎政府内部的权力分配是否合理，权力运行是否顺畅，更深刻影响着地

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能履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全新的发展形势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需求，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行政区划调整在政府机构改革和组织结构优化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

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实行扁平化管理，形成高效率组织体系”。2022

年6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

的意见》，强调加强行政区划的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提升行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

性、有效性，确保行政区划调整同国家整体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需要相适应。在系统总

结分析既往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稳慎有序又不乏创新

的尝试，为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有益的经验。

一、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改革的历史

（一）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调整的举措与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城市化水平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快速提高，

地方的人口和产业结构也在相应发生改变。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行政区

划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省级行政规划调整的层面上，经1997年重庆设为直辖市和1998年海

南建省后，形成了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和2个特别行政区的省级行政区划结构并维持

至今。在地级市和区县级层面上的行政区划调整较为频繁，案例极多，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行政

区划调整的主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于1982年、1983年先后发布《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

县体制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等重要文件，

鼓励地方积极进行撤地改市、撤县并市和推行“市管县”等体制改革，这些举措有效增加了我国

城市的数量。据学者统计，中国地级市的数量从1982年的109个迅速增长为1997年的222个，县级

市从133个增长为442个。［3］1997年以后，由于撤县设市进程过快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国务院

暂停审批“县改市”。至此，第一波县改市的大潮落下帷幕。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行政区划宏

观格局的逐渐稳定，地市一级行政区划调整的频率逐渐减少，大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出现在区县

一级，主要表现形式以撤县（市）设区为主，以满足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化总体水平提升的需要，

并适应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经济开发区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改革开放以

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推行，成为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的不二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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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前的行政区划调整主要围绕着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制，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加速城市化进程展开的，旨在通过调整行政区划，优化政府空间组织结构和

行政权力配置，从而更好地发挥各项职能。我国行政建制的撤设、行政区的规模等级、行政区

范围的合理性及行政中心的设置等，影响着区域自然资源的开发、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配

置、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4］对这一时期有关政府行

政区划调整的研究也主要关注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和作用机制，主要从分权化与行政区

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的视角展开探讨。［5］这一时期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逻辑主要围

绕经济发展展开，以行政区划的调整作为一种方便实用的政府工具，促进政府的经济职能得

到充分地发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6］

（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调整的经验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前的行政区划调整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速城市化等经济逻辑

上固然取得了斐然的成效，但以“撤县设区”“撤县设市”和“市管县”为主要形式的行政区划调

整进程过快，幅度过大，以至于产生了一系列“副作用”。同时，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既往的行政区划调整战略也难以适应政府组织结构

调整的新需求。

“撤县设市”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升格”，带动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地方经济

的发展。然而，大量的“县改市”却没能有效完成目标，导致了“假性城市化”或者“建制城镇化”。［7］

国务院也在1997年后收紧政策，不再审批“县改市”。但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对“撤

县设市”近乎一刀切式的终止审批遏制了部分经济发达县的进一步发展，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

的需求。

“撤县设区”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城市规模，提升中心城区带动周边发展的能力。然而，在具

体实践中，部分地区的“撤县设区”反而使得城市进入无序扩张的状态。新区的发展不能完全符

合预期，在土地资源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等多方面也产生新

的“城市病”，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难以消化改制前的债务和包袱，难以维持改制后城市发展的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产生“小马拉大车”现象。［8］另外，有研究指出，受制度、政策以及社

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被撤县难以真正获得同化，其与中心城市的本质冲突依然难以化解，是一种

不完全的城市化。［9］伴随着国内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一些地区为充分发挥开发区的经济

促进功能，协调其与行政区间的关系，采取了开发区“托管行政区”的模式。作为托管主体的开发

区与作为托管受体的行政区，在法律地位、资源利益分配和社会治理等方面依然存在分歧，从而

给政府职能的履行带来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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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代行政区划改革的新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也在发生

变化，为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的发展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党中央和国务

院高度重视行政区划的优化，旨在完善行政区划设置，汲取过往行政区划调整的经验，提高政府

组织体系的运行效率。从城市区划调整，县域区划调整和开发区区划调整上看，新时代行政区划

改革主要呈现出以下趋势：

（一）城市区划调整的新趋势———区界重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向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

略的重要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发展的重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扩张城市规模转向优化城

市功能和提升城市竞争力。在这一过程中，“区界重组”成为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新手段和新趋

势。区界重组主要是指以城市边缘的乡镇为行政单元，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涉及

乡镇街道区县归属的重新划分，并不直接涉及行政级别的变动。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可以更为精

准地进行城市规划和管理，促进城市功能区的合理布局和城市资源的有效配置。区界重组的政

策目标十分明确，旨在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对市辖区进行较大范围的合并或拆分、将原属于

县（县级市）的部分乡镇划归市辖区管辖、在市辖区之间进行街道归属的局部微调整等，以解决

城区布局划分不合理的问题，促进城市重要功能区的发展。通过区界重组，可以对城市的空间布

局进行优化，使之更加合理、高效，从而更好地满足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求。通过重组调整，

可以为城市重要功能区如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区等提供更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促进这

些区域的发展和提升。［10］

通过这种精细化的行政区划调整，城市管理者能够更好地应对城市发展中的新挑战，提高

城市发展质量，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区界重组不仅仅是行政管理层面的调整，更是城市发展战

略调整的重要体现，它体现了城市管理者对于城市发展质量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提升城市竞

争力、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坚定决心。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区界重组将继续发挥其

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为推动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区界重组虽然没有扩大城市规模，但却优化了城市的空间治理结构，解决了由于市辖区规

模悬殊导致的政府组织与管辖范围不匹配的问题，从而理顺市辖区间的权责关系，促进政府职

能的有效履行，推动城市整体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11］区界重组有利于促进区域市场整合和

资源优化配置，重组后原各区域间的市场融合、行政壁垒和资源分配等问题均得到了改善，促使

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大量流入，形成经济集聚，从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12］以杭州的下城区与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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墅区合并（2021年）和上海的静安区与闸北区合并（2015年）为例，杭州的下城区和上海的静安区

是各自城市中较小的区域，尽管在税收收入和公共服务方面表现优异，但它们的发展空间受到

限制。此外，拱墅区和闸北区虽然拥有更广阔的城区面积和较大的人口规模，但在经济发展和公

共服务水平上相对较低。对两区的合并重组在降低行政成本并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有助于通

过资源整合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并实现公共服务更为均衡的供给与分

配。［13］另外，区界重组带来的经济增长对相邻辖区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14］通过邻近边界乡镇街

道调整，可以实现区域联动发展，提升相邻区县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过去以“撤县设区”

为主要手段的行政区划调整，区界重组无疑是更加精细、更有针对性的一种行政区划调整手段，

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从粗放型外延发展转向集约型内涵发展的表现。

（二）县域区划调整的新趋势———重启“县改市”，试点“镇改市”

自1997年国务院停止审批“县改市”以来，“撤县改市”行政区划改革进入了冻结期，至21世

纪的第二个十年，一些县的经济发展达到了较高水平，县管辖范围内，部分乡镇管辖范围内的实

际人口数量大幅提升。这些经济发达县一方面在财政和人事等决策自由度上有了更高的需要，

另一方面，县镇有限的机构编制难以满足迅速膨胀的人口带来的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需求。市

级行政建制的冻结，使得县镇行政区划整体转变为城市行政区划的方式仅剩下撤县设区。部分

地区省直辖县的改革与撤县设区相互矛盾。同时，撤县设区不能完全满足这些县镇的经济社会

需求，存在阻碍经济强县发展的可能。经济强镇对于建制调整的需求也无法获得有效回应。［15］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将推动中小城市发展视为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协调城乡

发展的重要举措。从2013年开始，陆续有吉林省扶余县，青海省玉树县等多县成功获批“撤县设

市”。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培育发展一批中

小城市。完善设市标准和市辖区设置标准，规范审核审批程序，加快启动相关工作，将具备条件

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置为市”，自此“撤县设市”的审批工作正式解冻。

与1997年之前的“撤县设市”工作相比，汲取了过去审批标准和程序不规范、无序膨胀导致

“虚假城市化”及“权力寻租”的经验，新时期以来的中小城镇培育建设工作有如下特点：首先，在

放开“设市”审批的同时，着重强调规范审批程序。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严控撤县建

市设区”。严控并不意味着“一刀切”冻结，而是旨在通过规范严格的审批程序，扎实推进符合条

件的县级行政规划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戳破“虚假城市化”的泡沫。其次，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的

中小城市发展。通过适当放宽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设置标准，以引导其产业发展、加强公共服务

供给，通过新型城镇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再次，注重中小城市发展质量。在推进“撤县设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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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其为抓手，做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创新机制，通过下放事权，扩大财权等方式，鼓励中

小城市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县改市”的高质量发展。最后，进一步推进基层行政区划改革力度，

进行“镇改市”试点。新时代以来，针对部分特大镇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需求，“镇改市”的

可行性和实现路径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

明确指出，要“同步推进特大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设市模式创新改革试点”。2019年8月，浙江

省龙港镇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镇级建制，设立县级龙港市，成为全国首个“镇改市”案例。202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稳步有

序推进符合条件的县和镇区常住人口20万以上的特大镇设市。

（三）开发区区划调整的新趋势———“行政化”与“去行政化”

在开发区设立的初期，作为上级政府派出机构的开发区按照设计初衷，应当基本不承担社

会管理的行政职责，将工作重心集中于政策试点、招商引资和经济开发等经济职能上。然而伴随

着开发区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开发区的扩展受到中央政策的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

希望借助开发区相对灵活自由的优势，扩大城市空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行政托管模式在这样

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具体而言，行政托管是作为托管受体的开发区周边乡镇将行政权力委托或

让渡给开发区政府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即将托管受体的行政“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经营

权交由开发区政府。具体言之，即在不改变托管受体行政区划的前提下，上一级党委、政府结合

区域自身的特性，打破区划的物理空间分割，将原属不同行政区的乡镇或者特定区域的经济社

会管理权限委托某一开发区管委会、县（区）来管理，从而消除区域发展的土地资源束缚，以乡镇

的土地资源存量优势与开发区的资源流动优先性相结合，实现开发区与周边乡镇的产业集聚与

经济规模增长效应，以优化配置有限的公共资源实现满意的社会价值。［16］

然而，伴随着开发区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开发区管辖范围的扩大，“行政托管”模式

存在的弊端进一步凸显。研究表明，开发区的“行政托管”会部分地扰乱国家行政区划的管理秩

序以及引发不合理的开发区权限配置，在影响行政区正常形式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

干扰开发区经济开发职能的有效发挥。［17］

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务院开始高度关注开发区与行政区的协调发展。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探索有条

件的国家级经开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设有开发区的经济

发达镇可探索镇区管理机构合一体制”“促进开发区与经济发达镇融合发展。”2017年，《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我国第一个有关各类开发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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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指导政策文本，提出开发区要坚持以产业发展为主，要继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首要任

务等二十三条意见。［18］

整体上看，开发区与行政区间的复杂关系如何得到协调，在党的十八大后主要体现出两条

路径：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发区可以与行政区深度融合甚至合一，转型为新的城市综合功能

区，即开发区“行政区化”“区政合一”；在其他地区，开发区要坚持以产业发展为主，逐步将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归还给相应的行政区，即开发区“去行政化”，从而厘清二者间的权责关系。

就开发区转型为城市综合功能行政区而言，江苏省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2012年以来，昆

山市高新区与昆山市玉山镇、张家港经开区与张家港市杨舍镇实行“区镇合一”，无锡市高新区

与无锡市新吴区采取“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等，江苏省的多个开发区均采取了“区政合一”的方

式进行融合发展。“区政合一”体制有效弥补了开发区管委会法律地位不明、行政主体缺失、服务

能力不足的缺陷，有效提升了开发区的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能力，又较好地保留了开发区管委

会体制灵活高效的优势，有力地推动了开发区的产城融合发展。［19］

就开发区“去行政化”而言，河南省于2022年印发的《关于加快剥离开发区社会管理职能的

通知》明确了教育类、文化类、民政类、卫生健康类等11类应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各开发区可结合

实际，确定具体剥离职能，把相关社会管理职能交由开发区所在地政府负责，要做到应剥尽剥。

通过对开发区社会管理职能的剥离，促使开发区“轻装上阵”，专注于自身经济发展的主要职能，

做好企业服务、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主要工作。江苏省也印发《关于优化开发园区管理运行机

制的若干指导意见》，针对不符合“区政合一”条件的开发园区开启了“去行政化”的工作。当前，

全国大部分省份均在进行开发园区去行政化的工作，除去部分符合条件进行“区政合一”改革的

开发区，大部分开发区均已剥离其社会管理职能，专注经济开发的本职。

三、新时代行政区划改革的新经验

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势，行政区划改革的深化成为必然要

求。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主要集中在推进“区界重组”、重启“撤县（镇）设市”和调整开发区与

行政区关系三个领域，在系统总结汲取既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以基层行政区划调整为抓手，旨

在理顺政府职能，协调权责关系，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新时代以来，我国行政区划改革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重视行政区划调整的稳慎

有序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区划改革在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如假性城市化、

城市无序扩张、权力寻租和组织机构臃肿等一系列问题。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吸取了既往的

经验教训，强调在党中央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强行政区划改革的战略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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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前瞻性研究，从而提升行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以重启“县改市”为例，新时

期的“县改市”工作重视论证评估的科学性和审批程序的规范性，以审慎科学的态度推进行政区

划改革的深化。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改革举措既符合

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又能解决实际问题，体现了更加成熟的改革策略。改革的目标不仅是为了经

济增长，更重视社会稳定、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随

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行政区划改革更加注重科学规划、精细管理以

及公众参与，旨在确保改革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

其次，新时代以来的行政区划改革集中于基层行政区划的调整。这一策略体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后，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深度认识。随着市

级及以上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基层行政区划调整成为优化行政资源配置、提高政府治理效率

的重要手段。基层政府直接面对群众，负责日常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

梁。因此，对基层行政区划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还能够提升政府应对复杂问题、有效实施社会治理的能力。通过优化基层行政区

划结构，可以实现政府职能的更高效运转，如合理划分基层行政权限、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简化

行政程序，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此外，基层行政区划的调整也是服务宏观发展战略

的重要手段。对城市基层行政区划的调整，特别是在超大和特大城市，有助于提高城市的资源承

载能力、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通过调整城市行政区域划分，可以有效应对

城市扩张带来的管理难题，同时也为城市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乡

镇行政区划的调整，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通过调整乡镇行政区划，可以加快县域

经济发展，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就业和创业机

会，从而实现城乡发展的均衡、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20］新时代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重心转

向基层，旨在通过精细化、科学化的区划调整，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支撑国家宏观

发展战略，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

再次，新时代以来的行政区划改革特别关注府际关系职能划分，行政区划调整成为了一个

关键的工具，用于协调地方政府间的权责关系，确保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通过对行政区划的调

整，不仅可以实现地方政府间权责的明确划分，还能对财政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关键行

政资源进行更加合理的重新分配。这种调整在确保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能够明晰并

优化地方政府间的治理权责关系，促进治理效能的最大化。新时代行政区划改革的特点是高度

重视在横向和纵向上人权、事权、财权的合理分配。横向上，即在同一级别的地方政府之间，通过

调整确保各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发展机会上的公平性；纵向上，即在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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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通过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边界，促进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有效协作和资源合理流动。这种权责

的明确和协调，是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新时代以

来，行政区划改革尤其关注根据发展和治理的现实需要，以组织结构的调整为手段，促进发展的

高质量和治理的高效能。行政区划改革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线条调整，而是要深入分析经济社会

发展的趋势和需求，确保行政区划设置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为高效治理打

下坚实的基础。如通过设立跨区域合作机构或调整行政边界，促进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大

规模经济项目的实施，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升级和转型。通过精细化、科学化的规划和调

整，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不仅促进了地方政府间权责的明确和协调，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有力支撑。这种改革策略反映了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优

化治理结构、提高治理能力的决心和智慧。

最后，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新时代以来的行政区划改革紧密围绕

政府职能的转变与优化进行。这一过程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进政府治理

现代化的关键环节。［21］行政区划调整的每一步都是政府职能转变战略方向的体现，同时也是保障

政府更好履行职能的重要组织制度安排。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政府职能观念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与过去相比，新时代的政府职能更加注重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突破了“唯GDP

论英雄”的发展理念，实现了从单一追求经济增长向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并重的转变。［22］这

种职能转变要求行政区划改革不仅仅关注经济发展，更要关注如何通过优化行政区划结构来增

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治理效能。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目标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过去

的重点支持经济高速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转变为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优化城市空

间结构和政府机构职能划分，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改革不仅仅是行政

边界的调整，更是政府职能优化的实践，通过调整空间组织结构来服务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而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时代以来的行政区划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与优化的

重要体现，它不仅反映了政府对治理理念的更新和对发展目标的调整，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行动。通过这一系列改革，党和政府旨在构建更加高效、更加公平、更加可

持续的治理体系，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撑。

四、行政区划改革的未来

行政区划改革的未来趋势将继续深受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背景影响，体现在优化政府

职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深化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等多个方面。随着政府对高质量发展要求的

提升，行政区划改革将更加注重提升治理效率和服务质量，通过更加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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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具体来说，未来行政区划改革可能会呈现以下几

个方面的趋势：

首先，行政区划改革将更加重视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通过对乡镇和社区行政区划的调整

优化，强化基层政府的服务功能，使之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基层政府作

为政府治理体系的基础，其职能的优化和效能的提升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基础。其次，行

政区划改革将更加强调区域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特别是在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方面，通过调整

行政区划边界，打破行政壁垒，促进区域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特别是在长江经济

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中，行政区划改革将起到关键

作用。再次，随着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信息技术应用也将逐渐融入行政区划改革，

根据数字治理的实践需要，相应调整行政区划设置，同时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辅助决策，提高

政府行政区划改革的科学性，推动精准治理和智慧服务。最后，行政区划改革将继续强化法治精

神，确保改革过程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公正性。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建立健全行

政区划改革的长效机制，确保改革成果稳定可持续。

总之，未来的行政区划改革将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治理优化过程，不仅仅在于空间区域

边界的调整，更应当关注通过制度改革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推动政府

职能的现代化转变，以行政区划改革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组织和

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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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ends and Experiences i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Reform

Qiang Yuhao

Abstract：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reform is a crucial guarantee and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As a fundamental organizational form of the national structur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s the concrete spatial manifest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representing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and is viewed as the spatial projection of the form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a series of adjustments to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response to the rapidly
developing market economy and its accompanying social changes，accumulating valuable experience．Entering the
new era，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deepening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reform has become a necessity．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the new era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reas：promoting“regional boundary reorganization”， restarting the“abolition of counties
（towns）and establishment of cities”， and adjus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zones and administra－
tive regions．Based on a systematic summary and learning from past reform experiences，these reforms aim at
adjusting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s the focus，aiming to streamline government functions，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and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division reform；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governance of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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