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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行政区划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关系列国家的领土

主权、国际交往、经济文化建设、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

活。

张家口琳市行政区划，是河北省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经历了四千多年数十个朝代的盛衰兴亡及政权更替，

而逐步演变成今日的张家口地、市行政区划。建国后，党中

央，国务院多次调整了张家口地、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行政

区划建制，促进了张家口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张家口地、市行政区划志的编写，具有简明、求实、准

确性。它的出版，是建国后我区地、市第一部重要的宝贵行

政区划变更资料，将为加强我区行政区划管理、政权建设和

经济发展提供依据。在此向提供资料的单位和编写、审稿的

同志致谢。

王权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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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概论

一、行政区划的产生和变更

行政区划是国家对行政区域的划分。行政区域是国家为

管理其领土疆域而划分的地方，这些地方都设有相应的国家
政权机关。

行政区域划分和地方政权设置是一个统一体，二者互相

依附，缺一不可。国家划分行政区域是要设置相应的地方政

权来管辖这个区域，而地方政权的设置也正是为了管辖一定

的行政区域而存在。

行政区域的划分是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行政管

理工作。这项工作做得是否恰当，关系列国家政权的巩固和

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强中央政府能否有力地统率、指挥

地方，地方政权能否有效地在本行政区划内行使其职权。

一般说，不论那一个国家和朝代都要对自己的疆域实行

分级管理，把疆域划分为若干层次的行政区域，设置相应的

级别和权限不同的、相互隶属的国家酶权机关，以便实行有

效统治和管理。但国家制度不同，其服务对象和目的也不尽

相同。

概括地讲，行政区划是阶级和国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

实现其统治的行政手段之一。我国的行政区划萌芽始于夏

朝。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在原始社会时期，没有行政区划这

个概念，而是人们按照氏族、部落和民族为单位，组成各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集团，进行生产、生活，即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私有制，产生

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为了统治的方便，有效地管理其领土

疆域和防止各集团之问的斗争，在原有的各种集团的基础

上，开始划分为若干层次的区域，并任命官吏管理。这种国

家为进行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各级区域和地方，称为行政区，

又名“行政区域”。

社会的变革和政权更替是行政区划变更的根本因素。并

兼顾着地理条件、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民族分

布等实际情况，实行行政管理区域的划分和调整。因此，行

政区划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如一些大的行

政区域，建置以后往往经久不变。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行

政区划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往往伴随着政治、经

济的发展或社会变革而发生，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几千年来

每当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发生社会变革和政权更替之

际，统治阶级出于建立和维持政权的需要，都要精心规划其

行政区划，设置相应的政权机构，并运用它为政权服务。有

的大加革动，有的继续保留，有的适当调整等等不一。就权

限划分来说，有为地方分权，有为中央集权。就行政区划来

说，有为二级制，底为兰级、四级制。历代各有不同，互有

利弊不可一概而论。如西周封建国家，实行地方诸候分权。

秦朝实行中央集权制。从行政区划演变来看，秦代设郡、县

二级制，汉代设州部、郡、县三级制，元朝设行省、路、

州(府)．、县四级制。明朝设省、府(州)县三级制，清

朝设省、府、县三级制。民国年间先设省、道、县三级制，

后设省、县二级制。解放初期，我国行政区划设大行政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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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县、区四级制。目前，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实彳亍省、县、
乡三级制。

二、行政区划的性质和作用：

行政区划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和历史动态范畴的一部

分，它具有政治性、阶级性、地域性、综合性和历史继承

性、稳定性及可变性。具体来讲：

1、行政区划是一项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它直

接关系蜀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中央

能否有力地统率、指导地方和地方政权能否有效地在本行政

区域内行使其职权。因此，行政区划直接起着重要的积极作

用。

2、行政区划既然是阶级和国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实

现其统治的行政手段之一。因此，它具有阶级性。任何国家

和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和巩固政权，保证国家领土、主权完

整，防止外来侵略，促进社会经济繁荣昌盛。都要精心设计

它的行政区划并为统治者服务。

3、行政区划又是一项地域性很强的工作，它要在一定

的地域空间内进行。而各个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社会历史

条件，经济技术条件都各不相同。因此，在行政区戈fJ工作

中，一定要根据地域性强的特点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地进行划分和调整。以保证地域空间上的合理布局。促

进政权的巩固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4、行政区划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它涉及劲全

国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既有行政管理工作，又有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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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资源的平衡工作，既关系列整个国家利益，又关系到区

域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它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科

学。既和地理学、统计学等自然科学有关，又和社会学、政

治学、经济学、法学、人口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有密切联

系。

5，行政区划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它具有一定的历

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如我国的县制始予东周时期，作为

一级基本行政单位，经历三千多年，一直沿用至今，有的连

县名、县城和范围也没有多大的变化。又如我国省级行政单

位，从1967年到现在，保持20年不变。但是，行政区划是上

层建筑的一部分，受经济基础的制约。而经济基础又是不断

变化发展，因此，行政区划又具有一定的固变性。随着经济

基础的变化发展而作相应的调整，使之适应和促进经济基础

的发展。如八十年代，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原来

市、县和镇、乡分设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因

此，实行了整乡建镇，整县和整地区建市，实行市管县，镇

管村的新体制。

三、行政区划的原则

行政区划的变更是有客观规律的。需遵循一定的原则进

行。但不同制度的国家，其服务对象和目的也不同。掌握的

原贝|j也不尽招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按照社会主义发展规

律的指导原则来进行行政区域的划分和调整。

l、便于圈家进行行政管理。这是行政区划的出发点和

基本目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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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周客的主人。国家行政管理的要求和广大群众的切身秘

益是完全一一致的。因此，我们在行政区划工作中，要依据这

一原则要求，尽可能地减少行政区划层次，提高行政管理效

率。使行政区划更有效地便于国家行政管理，便于人民参加

管理圜家和监督国家机关工作，有利于公民有效地行使管理

国家的职权和便于他们的生产及生活。

2、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经济基础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有效地管理好国家的物质基础。特别是我们在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

番的宏伟目标，已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总任务。这一

原则将愈来愈成为行政区划的重要原则。因此，行政区划、

经济区划、国土规划和行政管理，要尽可能地协调统一。今

后的行政区划要以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为指针，以经济发展需

要为根本目的，以有利于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为标准，有讣

划、有步骤、科学合理地搞好行政区划工作。

3、有利予各民族人民盼大团结。国家的统一，国内各

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我国是一个多民

．族的国家，全国共有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

数的6％，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经济发展潜力很

大。我国宪法规定：进一步强调民族区域自治，这是我国的

基本国策之一。因此，在进行行政区划工作时，要考虑民族

自治区域的实施，加强各民族的互相协作，巩固全国人民的

大团结。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共同繁荣。

4、坚持发展与稳定相统一的原则。行政区划起着促进

经济基础发展作用。而经济基础哭是变化发展的，行政区戈I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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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随着经济基础不断发展而做相应的调整，!丑适应经济基

础发聂妫需要。但是，经挤基础又是逐渐变化的，这种变化

具有稳定性。在某一特定的阶段，行政区划要保持相对的稳

定。否则会阻碍和影响经济发展。因此，行政区划的调整与

经济基础发展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相统一的原则。

5、参照历史，实事求是。我国的行政区划有近四千年

的历史，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划是逐步演变雨来的。因此，我

们在行政区划的划分、调整和处理工作中，既要有历史观

点，尊重历史事实，不割断历史，又要考虑现状，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正确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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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地、市概况

张家口地区、张家日市地处河北省西北部，东邻北京市

和河北省承德地区，西与山西省雁北毗连，南与河北保定地

区接壤，北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交界。地、市

总面积为36961．3平方公里。其中张家口地区总面积33996．9

平方公里，张家口市总面积2964．4平方公里。张家口地区辖

张北、沽源：康保、尚义、崇礼、．赤城、怀安、万全、阳

原、蔚县、涿鹿、怀来12个县，40个镇，227个乡，72个居

民委员会、4007个行政村，7231个自然村。张家口市辖桥

西、桥东、茶坊、宣化、下花园、庞家堡6个区及宣化县，

2个镇、40个乡，25个街道办事处，460个居民委员会、51 7

个行政村，559个自然村。张家口地区总人口3．1 32．300人，

张家口市总人口963．622人，地市人口中汉族占98．88％，

回、蒙、满、朝鲜、藏、壮、瑶、高山等1 5个少数民族占

1．12％。张家口地区行政公署、张家口市人民政府驻张家口

市桥西区长青路。

张家口地、市地处华北平原向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带。大

体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地貌单元，坝上高原区和坝下问IⅡ盆

地区。尚义、康保、张北、沽源四县为坝上高原区，又称张

北高原。总面积13．520平方公里，海拨一般在1400米左右，

地势平缓，分内陆湖泊和草坡、草滩。其它八县属坝下问山

盆地区，总面积24467平方公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山

地、丘陵、盆地相间分布。西段为阴山余支，东段为燕山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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