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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根据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党和国家日益重视政府监
管职能，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首
次明确市场监管是政府的四大基本职能之一；党的十七大针对我国垄断行业的现状和特点，提出要深
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
而要实现政府的有效监管，客观上要求设立与完善政府监管机构。
因此，对政府监管机构的专题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王俊豪同志长期从事垄断行业改革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不少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著，现在，他主持
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设立与运行机制》一书，将由
全国著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乐于为该书作序。
①　该书讨论的垄断性产业主要是电信、电力、铁路运输、民航、邮政、自来水和管道燃气等具有网
络性的自然垄断产业。
如何有效管理这些垄断陛产业，这一直是国内外政府管理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由这些产业的自然垄断性、显著规模经济性、外部性和关系国计民生等特征共同决定，垄断性产业是
最为典型的市场失灵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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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政府管制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中国垄断性产业改革及其对管制机构的需求，现行管制机
构的类型与基本特征；探讨了垄断性产业设立管制机构的若干基本问题；设计并论证了中国垄断性产
业管制机构的基本模式，管制机构的权力配置与协调机制、工作机制、监督机制；讨论了中国垄断性
产业管制机构的动态性问题；并对电信、电力产业的管制机构作了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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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现状　　（一）电力产业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中
国电力产业基本上实行高度政企合一、垄断经营的体制。
中央政府的电力工业部门，作为国务院的行政机构，既是电力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也是行业管理机构
，行使行业管理和行政执法的职能，同时，又是电力产业的垄断经营者。
为改变中国电力产业长期供不应求的状况，国务院在1985年颁布了《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
价的暂行规定》，并提出了"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改革方针，十
多年来显示的政策效应是，在发电领域打破了国家垄断经营的局面，形成了多元化投资主体，大大缓
解了全国性严重缺电的问题。
但这一阶段主要是对电力管制政策的调整，而电力产业管理体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为从根本上解决电力产业政企合一的体制问题，1997年3月，成立了国家电力公司，专门从事电力生产
经营活动。
在电力部与国家电力公司“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合并运行一年后，1998年撤销了电力部，组建了国
家经贸委电力司，原电力部拥有的行政管理职能移交给国家经贸委。
根据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各部委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务院许多政府机构都对电力
产业有监督管理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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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设立与运行机制》一书，针对我国垄断性产业存在的实际问题，借
鉴国外的经验，综合运用经济学、行政管理学、法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理论，设计出垄断性产业管
制机构的基本理论框架及其运行机制，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相当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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