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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

〈江苏省志 ( 1978-2008) ) 总慕、副总篡
……… 

……………………-………-田…』

总篡 罗志军 (2008 ， 9-2010.12)

李学勇 (2010 ， 12-

副总寨 顾介康周桂根姜道远周世康罗晓桦余春芳

方未艾刘福林高朴



江苏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方未艾

副主任 蔡金良牟国义

〈江苏建置志 〉 编委会及撰稿人名单
63 

主 编 胡阿祥姚乐

撰 稿 胡阿祥姚乐邢东升刘舒曼

刘新光胡运宏赵李娜

绘图 姚乐陈刚

本专志责任副总寨顾介康

本专志责任协篡方亚光黄静



总序

江苏省省长 李学勇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

定不移朝着"两个率先"目标奋力迈进。 在此重要时刻， 二

轮 《江苏省志( 1978-2008 ) ))各分(专〉志开始陆续出版

了，这是江苏文化强省建设的一件大事和喜事。

首轮《江苏省志》编篡于2007年底全面完成 ， 第一次

全面系统记述了江苏自然 、 经济 、 政治、文化、社会的历史

与现状，填补了江苏建省300多年来没有完整省志的空白 。

按照国务院关于"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和"一

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的要求，省政

府从2008年开始启动二轮省志编篡工作。二轮《江苏省志

( 1 9 7 8 - 2008) ))由 5 0本 (卷)分志、 10本 (卷)专志组

成，约3000万字，系统载录江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

史进程和辉煌成就，生动展示新时期江苏大地上的崭新风貌

和蓬勃生机，为我们增创江苏科学发展新优势、奋力开创

"两个率先"新局面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编修地方志是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基础性工作，在传承

文化、 教育人民、引导社会、推动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

用。二轮《江苏省志》编篡工作涉及面广，编篡周期长，是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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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修志人员辛勤笔耕的成果，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省志

是一个庞大的文献资料体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学术

价值。 要加强志书成果开发利用，使省志文献资源成为了解

省情的窗口、展示江苏的平台、共享文化成果的载体，更好

地发挥对党委政府决策的资政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

作用，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 。

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新时期江苏发展进-步指明了方

向 。 省委召开十二届四次全会，对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

神作出全面部署，明确要求在新的起点上全力实施"八项工

程"、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 。 我们要以十八大精神为

指引，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江苏的具体实践，认真

编修志书，深入研究志书，全面利用志书，努力从志书中汲

取丰富的营养、智慧和开拓前进的力量，以史鉴今，继往开

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坚定自觉地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更高层次上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质量和水平，努力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把江苏的

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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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建直志 》是以"复原"历史、服务当代、留

存后世为追求，以现代江苏省城为范围，记述其古

往今来的各级政区之建直与沿萃的一部专志 。

政区f!F行政区，又称行政区域，它是国家为了

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区域。 这些区域都设有相

应的地方各级政府，以管辖该区域的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事务。 从理论上说，构成一个政区必须

具备八个妥素: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范围的地域

空间(即有明确的、封闭的边界线，同级政区既不重

叠，也无空白 ) ;相应的机构(如行政、司法、监察等

机关或其派出机构、分支机构) ;一个行政中心(f!F

地方政府驻在地，中国古代称治所) ;隶属关系( f!r 
某个政区在整个政区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与上下级

政区之间的从属关系 ) ;行政建制(即政区通名，用

于区分政区的不同类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区

的行政等级 ) ;行政等级 ( 即政区的行政地位 ) ; 

名称 。

政区是行政区划的结果，行政区划是国家对行

政区域的划分。 具体来说，行政区划是国家充分考

虑到地理条件、地区差异、政治统治、经济状况、民

族分布、人口密度、风俗习惯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等客观因素，并结合历史传统和军事防御等内外

条件，依据有关的法律规定与区划原则，把领土划

分为若干的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并在各个

区域设直相应的地方各级政府。 行政区划与地方

政府两者相互依存，国家划分行政区域是为了设直

相应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设直是为了管理一定

的行政区域，两者共同决定着国家政权的纵向结构

体系 。 行政区划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这也是为什么

《十三经 》之一、详载官制体系与治国制度的 《 周

礼)) ，其夭、地、春、夏、秋、冬六官，开篇都妥写上"惟

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几句套话的缘故。 划分行政区域即"体国经野"，

"体国经野"的前提是"辩方正位"f!r 洞察地理形势，

这既是"建国"伊始的大事，也是"设官分职飞管理

百姓必需的基础 。 也因为此，国家对行政区划十分

重视，并为统治的巩固与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

的发展而随时作必要的变史。 行政区划的变更又

会从多方面影响到国家的各种内外部关系，政区即

因行政区划的变更而改变 。 行政区划变史的内容，

分为六类:建制变史，包括增直、裁撤、改设;行政区

域界线变史， f!r行政区域扩大或缩小;地方政府驻

地迁移，包括新增设的政区确定新的行政中心;隶

属关系变更;行政等级变史，包括升级或降级;更名

与命名 。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政区的出现，是文明走向

成熟的重妥标志，是国家由封邦建国体制通往中央

集权体制的必经之路。 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基

本告别了封建状态，而此后至今的两千多年里，虽

然政区的层级、种类、名称数经变易，但是政区作为

国家的细胞乃至躯干的事实，始终没有改变 。 再从

现实的角度来看，政区的状况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

到国家权力的运作与地方治理的成效。 诸如合理

的政区调整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办法，而不

合理的政区设直也会造成地方经济、文化、交通等

等方面的麻烦;政区层级过繁，将不利于行政信息

的上传下达，政区层级过简，又或会加重地方政府

的行政负担;政区类别过于羊一，则国家在施政时

难收因地制宜之效，政区种类过多，又会令人目眩，

增加治理的难度;又政区专名如采指位不清甚或异

地同名，可能造成行政错乱，而若短期之内替换的

政区专名过多，也会导致"吏民不能纪"以及行政成

本陡然加重的结采 。 凡此种种，可见合理的政区建

直、政区制度与国家、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以

及经济文化的发展等等的密切关系 。

在社会乃至个人的生活中，政区同样扮演着极

为重要的角色 。 人生活在大地之上，人和大地从来

都是不可分的，这不仅是因为人的生活倚赖大地的

产出，而且人在建构自我身份时，也要用地名来给

自身贴上标签。 这种地名，起初是山水名，后来变

Gj 
序



为城名与国名，而最晚自战国后期始，人们就逐渐

改用政区名称未定位自身了 。 如 《 史记·高手且本

主己 》开篇f!r言高手且，沛丰邑中阳里人" ， 在介绍刘

邦生长的邑里之前，首先捉到丰邑所属的沛县。 中

国人的这种"政区本位"从此一直未变 。 时至今

日 ，政区仍然广泛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

诸如户籍地的填报需要精确到某省某市某县甚至

某乡镇，寄送邮件需要注明所在政区 ， 而人们的地

域认同和地域隔阂也多以政区为单元展开:来自同

一政区的人相遇于外地，常有先验的亲切惑，而外

地人对他们则会抱有内容一致的刻板印象 。 如此

看来，政区就仿佛我们的衣服，不仅为生活所必需，

有时还关乎舒适和体面 。 当个人意识成熟时，人们

况自 然会招致大众的意见 ，但在大众并不真正熟悉

江苏政区的建直沿革、也不掌握江苏政区的演变规

律的情况下，其所提出的意见甚至发出的非议，就

或流于浮浅，或者提出 的政区调整方案并不具备可

操作性。 其实又非但大众如此，历史时期掌握政区

直反权力的施政者们，也不少见因事反直政区、缺

乏整体规划的事例 ，甚至 多 有不计后采、即兴改易

政区的情况发生 。 江苏政区现存的问题，颇大部分

就是由于施政者们决策失误而造成的"历史遗 留

问题" 。

古人有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

为鉴。"当今国家与江苏各级政府欲理性地开展政

区工作，则于历史因当有所资鉴;而热心政区问题

去 | 会在意自己的穿着;而在区域意识产生后，人们就 的社会大众，欲客观地看待政区现实，避免空发议
会围绕着政区发出声音，提出诸如"我们县与别的 论，则于历史也须有所参考。《 江苏建直志 》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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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有什么不同"、 "方言不同的我们，为什么身处同

一政区"之类的 问题，甚或对于政区的划分表示不

满，期待着与自身有关的政区能在不久的将来有所

调整。

围绕上述问题、不满与期待，现代人通过互联

网屡有传达;而具体到江苏省，在各市县的网络论

坛上，此类声音也是常可闯见。 如何理解这样的社

会现象呢? 这使关涉到江苏的历史地理环境与古

今政区沿革了 。 地跨江淮的江苏省域，本身就可划

分为多个自然区，而使利的水陆交通、优良的生产

条件 ， 又使得这块土地长久以来即为百姓宜居、商

旅汇聚、兵家必争之所，随之产生的各种大小规模

的移民，则导致此间的文化分区比自然分区还要复

杂得多 。 人为的行政区划既无法时时顺应自然形

势，更无法与一直处于动态中的文化区保持同步变

化 ，这使造成了清初设省以来江苏行政、自然、经

济、文化各别区域之间的种种不协调 c 不协调的状

慕，其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吧。

完成一部立论坚实、架构合理 、 内容可靠、具备

学术进步之旨、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 《 江苏建直

志 >> ，成熟的研究积累、专业的写作队伍、审慎的学

术态度、充分的工作时间，四者缺一不可。 2005 年

冬，我们接受江苏省地方志编慕委员会办公室的委

托，承担了本志的编慕。 历经八人团队七个寒暑的

艰辛努力 ， (( 江苏建直志 》终于成书付梓了 。 感慨之

余，惟愿这部专志能给关心江苏政区历史与现状的

党政领导、专家学者、社会大众 ，提供切实的参考与

帮助，我们也衷心期待着广大的读者，能就志中存

在的不足提 出 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是为序 。

胡阿祥姚乐

2012 年 9 月 19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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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政区亦称"行政区"或"行政区域"是一个国家 制时代并成为县治乃至郡治。

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所管辖的区域，它是行政区划的 公元前 223 年，秦国灭楚，两年后灭齐，在统一

结果 。 行政区划则是国家依据行政管理的需要，在 六国的同时也占领了江苏全境。 全面推行郡县制

考虑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口、民族、文化、风俗 的秦朝先后至少在江苏境内设置了 29 个县。 其

等多种因素后，将本国领土划分为若干层次、不同 中，彭城等 13 个县位于淮河以北，吴县等 8 县位于

大小的行政区域，并在各级区域设置对应的地方国 长江以南，广陵等 8 县则位于江淮之间 。 这些县分

家机关的行为 。 从行政区划的概念出发，可以将政 隶于东海四j叫故部脚 5郡请郡之中 1号
区分解为几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一是具有一定 仅会稽郡治(吴县)位于江苏省境内，其余均治

规模人口与面积的地域空间，二是设有相应行政管 境外 。
| 述

理机构的行政中心，三是一个明确上下级隶属关系 进入西汉以后，在和平的政治形势与相对宽松

的行政等级，四是一个与行政建制相对应的政区名 的赋税制度下，随着人口的增殖，江苏境内的县级

称。 包含这几大要素的严格意义上的政区，在中国 政区(县及侯国)稳步增加，在公元前后其数目已有

最初的表现形式是"郡"及其所辖的"县"。 郡县制 近 60 个，约为秦代县数的 2 倍，也达到了上古时期

在江苏省域内的推行可以上溯到战国后期，当时， 的高峰。 公元前 8 年亦即绥和元年时，江苏地区淮

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在淮北和江南地区都曾设置 河以北有县级政区凡 29 个，江淮之间 15 个，江东

郡县 。 而这些郡、县的行政中心，主要是脱胎于上 12 个，明显地表现为北重南轻的格局 。 其中，江南

古以来在江苏省域各处零星成长起来的城邑 。 各县治所主要分布在环太湖流域与西北沿江地区，

"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江苏省域内 江北各县治所主要分布在淮河、泪水与长江沿岸，

最早何时有先民活动，何时开始出现国城聚邑，它 而海洲湾地区的县治也较为密集，这应与天下统一

们又分别有哪些名称，这些我们现在都尚无法得 后齐、楚故地之间交通往来频次的增加有关。 诸县

知，而据现有的出土材料和传世的历史文献考证， 所分隶的 9 个郡级政区中，会稽、临淮、楚、广陵 、汹

早在夏、商时期，江苏北部就已出现了具有一定实 水等 5 郡(王国)的治所均在江苏境内 ，郡治的增

力的方国 。 进入周代以后，随着周人通过分封建国 加，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了江苏开发程度的提高。

的方式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开发，以及各地原生 两汉之际的战乱导致了各地人口的下降，基于

文明的进一步成熟，一批新的邦国在江苏及其周边 此，东汉朝延在平定天下后便对国内政区作了大幅

地区诞生:产生于江苏境内者，有宜、吴、徐、币、钟 度的省井，江苏境内也有多县(主要位于淮河以北)

吾;产生于附近地区而后势力范围延伸入江苏者， 被裁撤。 此后，江苏的县级政区数目长期保持稳
' 则有楚、越、鲁、宋、齐等等 。 随着这些国家的发展， 定，东汉末年时省境共有 48 县(侯国) ，其中淮北 22

江苏境内城邑的数量渐次增多:自周初至于战国， 个，淮南、江东各 1 3 个，诸县分属的 8 个郡级政区

名称见于文献的凡有 20 多个。其中，主要为军事 中则有 6 个治于江苏境内 。 另外到了东汉晚期 ，原

目的而建者，如吴国的淹城(今常州市境)、越国的 本长期作为监察区的州部，因镇压各地民变的需要

越城(今南京市境) ，在区域军事冲突止息后，往往 而演变成了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政区，江苏长江以

便跟着走向废败;而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北的郡和王国多数隶属徐州(治今盹宁县境) ，个别

城邑，如姑苏(位今苏州市区)、延陵(位今常州市 隶属豫州(治今安徽省境) ，长江以南的郡国则皆隶
I 001 

区)、彭城(位今徐州市区)等，则大多保留到了郡县 属于扬州(治今南京市区)。



三国时期，曹魏、孙吴两国沿江对峙，江淮之间 寡与事务繁简为参考排定了天下州县的等第，截至

的县大多因战争而荒弃。江苏省境处在曹魏控制 盛唐，江南诸州的等第已普遍超越江北各州;到晚

下的淮北地区以及淮南沿淮一带，在魏末共置有 2 1 唐时，江南除了自然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金坛(今

县(侯国 )5 郡(王国) .诸郡分隶徐州与豫州 。 同 金坛)、义兴(今直兴)等县外，其余诸县已几乎清-

时，孙吴控制的江南地区及江北沿江一带共置有 12 色地升为望县 ， 县等水平远在淮南之上 ，更非频遭

个县级政区(县、侯国、典农都尉) ，分属扬州管内的 战祸的淮北地区可比 。 江苏省境政区设置上长期

3 个郡(典农校尉) 。 存在的北重南轻格局 ，在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己

在孙吴的统治之下，江苏长江以南的县数虽较 被完全扭转。 此外，自中唐开始，随着节度、都团练 t

东汉有所减少，但当地的开发程度却在不断提高， 等使的普遍设立， 内地的行政层级再度回归到了三

基于人口和聚落的增加，结束分裂局面的西晋朝廷 级制，这些有权干预地方行政的军事长官 ， 其辖区

在该地区共设置了 22 个县，江南在县数上首次超 "方镇"实际成为了统州的高层政区 。

越了淮北(共 21 县) 。 西晋统一后的和平环境与政 五代十国时期，江苏省境曾为多方势力所分

府颁布的优惠政策，则促使部分江东百姓迁入江准 据，徐州(今徐州〉一带递属梁、唐、晋、汉、周等中原

之间居住，三国初年被撤并的江淮郡县因此大体得 王朝，苏州(今苏州)属吴越国，其余地区则先后为

到了恢复，西晋晚期，当地县数重增至 13 个 。 县级 杨吴和南唐的领土 。 作为杨吴等割据政权的腹心

i | 政区数量回升的同时，江苏地区的郡级建置也在增 地带，省境的淮南 、江南部分得到了更深入的开发，

加，诸县凡分属于 1 2 郡(王国、公国) ，其中 9 个郡 两地的县数也较唐末有所增加，淮南凡增 5 县，江

国治于省境。 西晋江苏的高层政区格局则较过去 南亦增 2 县 。 省境统县政区(府、州、军〉的数量也

无明显变化，各郡国仍分属扬、徐、豫 3 州 。 有所增长，在五代末年共达 12 个，而随着天桶四年

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人民大量南迁，江苏的淮 (939)吴越国析苏州置秀州 ，今江苏省在江南地区

南、江南地区作为移民的集中流入地，其间侨置了 的省界轮廓已基本成型 。 领州的方镇在杨吴、南唐

大量的州、郡、县 。 东晋末年，江苏全境政区可考者 和吴越等政权内部已大致被清除，省境除徐州地区

竟达 7 州 44 郡 1 58 县 。 进入南北朝以后，随着移 外均又回到了州县二级制的状态下 。

民浪潮的减弱和"土断"政策的深入推行，江苏的 北宋时，由于政治改革的影响， 江苏县数较五

郡、县数量整体呈减少趋势，然而州数依然处在增 代末年出现了少许倒退;南宋时，受宋金 、宋蒙战争

长之中 。 到隋朝建立前夕 ，江苏境内共有 11 州 34 的冲击，两淮地区的县治发生过一些变化， 然一旦

郡 84 县，州以领 2 到 3 郡者居多，而郡至有仅领 l 形势稳定下来 ，则又会恢复到战前的局面。 两宋时

县者，各级政区行政幅度的严重畸化已使得政区政 期江苏的州数较五代有所增加，统县政区的平均行

革迫在眉睫。 这场改革自隋开皇三年 (583)起开始 政幅度随而缩小，位于淮南的扬州、通州、真州，长

施行，开皇九年隋灭陈后被推广到江苏全境，其内 期仅领 2 县 。 在州之上，宋代以"路"作为准高层政

容一方面是大力省井政区，另一方面是调整行政层 区，为了遏制地方割据的势头，同时也是出于保障

级，将原先的州一郡一县三级制简化为州一县二级 槽运效率等经济方面的考虑 ，两宋的路分与自然的

制 。 经改革 ，江苏境内凡余 37 县，其中淮北 14 县、 山川形势严重相违，治于江苏境内的淮南路 (淮南

淮南 10 县，较北朝晚期各减少了 40%多;江南余 东路)却在淮北辖有多个州 ， 即是典型的事例 。 这

1 3 县，较南朝末期减少了近 60% 。 至于统县之州 种划分高层政区的新思路一直影响至今，后来江苏

则初为 10 多个，大业三年 (607) 改州为郡后降至 8 省域的奠定也是相同思路的结果 。

个，基本恢复到了东汉时的水平。 元代江苏境内的县治格局较之两宋时期变化

唐朝江苏的州、县数与隋代基本相当，省境在 不大，然而统县政区的设置则陷入了严重的棍乱，

唐末共有 9 州 40 县 :淮北地区 12 县，淮南 11 县，江 其间有以路领府者，有以路领州者，又有以府领州

南 17 县，江南的县数再次跃居诸区首位 ; 9 个州的 者，层级关系极为错综复杂 。 新出现的高层政区行

治所均在江苏境内，这意味着江苏省域各地在行政 省，虽治所、辖区屡变，但其区划总体是逐渐走向合

上己愈发独立于周边地区 。 唐朝政府还以户口多 理 :元末，江苏江北地区归河南江北行省统辖，江南



地区则属江浙行省管理。 了省境之外;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则

有明一代，江苏境内较元末新增了 4 处县泊，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开辟了敌后根据地.与日伪势力

其中 3 县在江南， 1 县在江北，余处变化不大。就统 坚持斗争 。 为了巩固抗日果实，中共在根据地与各

县政区而言 ，虽然复式的统辖关系依然存在，但较 方民主力量联合开展了政区建设，于乡村重建了部

元代已大为简化。 明末，江苏境内的 47 个县及散 分旧有的县政府，同时出于对敌作战的实际需要，

州凡分属于 7 府 l 直隶州，各府、直隶州均在同一 也新设了一大批县级单位(县、特区、行政办事处

个高层政区亦即南京(南直隶)的统管之下 。 等)以及若干统县单位(专·区) 。 这些临时区划对原

明代政区边界与自然山川的犬牙相错较宋、元 来的行政建置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政区边界被重新

更甚，不仅高层政区南直隶地跨长江、黄河，作为统 划分，新的县治纷纷涌现并走向成熟，这种冲击一

县政区的应天府(今南京市)也是兼领长江南北之 直持续到解放战争后期才逐渐告一段落 。 1 949 年

县 。 这样的区划基本被后世沿用了下去，江苏省最 6 月江苏全境解放时，江苏省的建置已不存在，而

初即是由江南省亦即明南直隶纵向分割而来。清 是由苏北、苏南 2 个行署区代替，加上南京市，共有

顺治十八年(1 661)，原通管江南全省的江南左、右 3 个省级政区;在省级行署区之下，凡设有 8 个专区

布政使司划区而治，康熙六年(667)两司分别更名 与 1 个行署直辖市，县组单位则有 70 多个，比南京 咄I I囔
江苏布政使司与安徽布政使司，标志江苏省的基本 政府时期多出 10 余新县，总之.江苏的政区面貌发

形成 。 不过，作为高层政区的江苏省在清代尚未发 生了相当剧烈的变化。

展成熟，一方面尚无唯一的省会，另一方面其内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局势走向稳定，为了
| 述

后来也被划出两个布政使司辖区，其省境与今天的 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的便利而作的区划调整逐渐

江苏省也颇有出入 : 今上海市境时亦在其管辖之 增多，一些不成熟的县、市遭到裁撤，省级政区也进

下，而今H于胎等地却属安徽。 清末的江苏省凡设有 行了合井，最终在 1 953 年初 ，南京市、苏南行署区

8 府 、 3 直隶州 、 l 直隶厅，下辖 62 县、 3 散州、 4 散 和苏北行署区重新并为江苏省，省会定于南京 。 此

厅，尽管政区种类较明代有所增多，但行政层级己 后，江苏与周边各省市的边界又发生过多次变化 ，

确定为省一府(直隶州、厅) 县(散州 、厅)三级制 1955 年吁胎、泪洪县由安徽划入江苏，同时江苏的

这一种，复式统辖关系的消亡是清代江苏政区的又 硕山、萧县割与安徽， 1958 年江苏的川沙、松江、崇

一明显变化。 明等 7 县划归上海市，在县级以上精度，江苏的新

中华民国初年，江苏省的建制已完全成熟，时 省境就此确定了下来 。

北京政府推行省一道一县三级管理体制，江苏管内 恢复建省之初，江苏省内部仍然施行的是以专

凡有 5 道 60 县，其辖境与清代基本相同 。 南京政 区(地区)统辖县、县级市的管理体制，与专区(地

府废除各道，以江苏省直领诸县，同时又将一些大 区)平行的则有一批省辖市 。 改革开放后，为加快

型城市单独划出，设立名为"市"的政区，其中个别 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共中央在 1982 年发出了改革

市因政治或经济地位的优异而交由中央直辖，南京 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制度的指示，并首先在江苏

市与上海市遂被划出江苏省外，江苏的省会也由南 省试点 。 1983 年 l 月，江苏省全面推行新体制，地

京迁往了镇江。 民国 38 年(1 949) 时 ， 江苏共置有 区全部撤销，各县级单位划由南京、无锡等 11 个省

62 县与 2 个省辖市 。 由于县数众多且省内交通水 辖市(地级市〉领导 。 1996 年 7 月，随着泰州、宿迁

平尚未有根本提高，为协助省政府管理各县，南京 市分别从扬州和淮阴市中分出，省辖 1 3 个地级市

政府又在江苏省内划分了若干个行政督察区，这也 的格局终于形成。 在县级层面上，江苏的政区调整

督察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一种统县政区，其数 还要频繁得多 。 1999 年底，江苏凡有 44 个市辖区、

量基本维持在 10 个左右 。 31 个县级市、33 个县， 2009 年底的江苏则共有市辖

不过，在南京政府统治后期，江苏的多数督察 区 55 个，县级市 26 个，县 25 个，通过县级政区的

区、市、县建置已是徒有虚名 。 自 1937 年抗 日战争 变化，可以窥见近年来江苏省各地城市化程度的不

全面爆发起，随着国土沦丧，国民政府所控制的江 断提高 。

苏省境也在不断收缩，最终连江苏省政府也流亡到 回顾沿革可以看到，江苏现在的政区面貌并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