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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经济法文集》已经是我们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研究中心出版的第五卷文集。
时下出版文集似乎有“凑热闹”之嫌，但我们申明，本文集的学术论文以及研究报告主要是我们中心
成员学习和调研的成果。
尽管这些成果还存在许多不足，然发表出来，一是出于交流的需要，向社会汇报我们在想些什么、做
些什么；二是希望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指教，也让我们能跟随时代的步伐有所进步。
我们不敢奢望这些言论对社会实践有什么指导意义，但只要能对读者诸君有所启迪，我们就心满意足
了。
　　本卷文集主旨是阐述国有经济与经济法的理论创新。
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是因为我们曾经邀请全国最高层的经济法学者开过一次专门的研讨会，在会上
，学者们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经济的改革与发展需要经济法，经济法需要理论创新；没有经济法
的理论创新，就没有经济法律制度的创新；没有理论的创新，经济法就没有生命力，就会失去它应有
的地位。
同时我们认为，经济法的理论创新应当是体系的全面创新，应当是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所进行的
创新。
我国的国有经济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应是我国经济法的特殊任务，经济法理论
应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经济法理论应该有一个多数人大致认可的框架。
但非常遗憾的是，对此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研究中心的同仁们通过这
些年的努力编写了一部结构较新颖、内容较完整的经济法教科书——《经济法教程》(由上海人民出版
社出版)，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良好评价，尤其欣慰的是该教程在2003年年初司法部组织的法学研究与
教材成果评审中获得了全国一等奖的殊荣。
我们将在此基础上，本着对经济法理论不断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卷文集即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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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经济学理论关于国有经济效率的基本观点　　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主体，国有经济参与实
质上就是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的绩效问题。
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国有企业效率，得出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公共经济学家①认为，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的共同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1）刻板的
预决算制度妨碍国有企业作出符合效率原则的最佳选择；（2）经营自主性不足；（3）多重规制与规
制责任不明确；（4）规制的政治化倾向；（5）对国有企业过度保护形成的“竞争屏障”；（6）国有
企业的安全优先倾向；（7）国有企业拥有垄断权导致非效率。
　　组织学派主要从经济组织结构角度透视国有企业效率，认为国有企业经营的低效率与其组织特性
中的官僚主义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与一般行政部门相似，因而官僚主义习气是其同民营企业相比的显著特点。
斯蒂格里茨②认为，官僚组织至少有以下体制性弊端：（1）官僚组织目标多样化，主要目标是追求
机构最大化。
尼斯坎南（W．A．Niskanen）的结论是：官僚们关心的是他们的工资、办公室的舒适程度、公众中的
声望等，所有这些都与机构的规模有关，私营企业则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最大目标；（2）国有企业
经理的努力程度与工作业绩之间关系微弱，使得传统的激励机制失灵；（3）官僚们厌恶冒险的特性
是官僚机构创新能力衰退的主要原因。
　　哈维。
莱本斯坦（Leibenstein．H）提出的“x非效率理论”③认为，企业组织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
业进行经济活动的外部环境。
如果环境是充满竞争的，企业内部就会自上而下产生一种外部压力，迫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如
果企业的外部环境不存在竞争压力，则在垄断性企业组织中的各层次成员就会滋生某种惰性，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种惰性将转变为惯性，并在企业内部形成“x非效率”——这种非效率是由垄断、特别
是组织内部缺乏刺激诱因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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