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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转型中的监管型国家建设——基于对中国药品管理体制变迁(1949-2008)的案例研究》这本书中，
刘鹏运用档案、文件资料、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式，追溯了中国药品安全监管的变迁史[即从“
指令型体制”(1949—1977)到“发展型体制”(1978—1997)，再到“监管型体制”(1998年至今)]。
这可以看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基础权力一个重要侧面的发展路径。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解释制度变迁的三大理论假设，并验证了他所提出的关键解释变量——“政企
事利益共同体”，对中国监管型国家的兴起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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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本书除了分析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之外，也十分看重目前中国监管型国家过
程中所出现的阻力机制，本书第六章就着重处理这一问题。
该章以1998年以后的中国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建设为例，中国政府试图建立一个监管型国家的基本逻辑
，也揭示出了中国从一个分权式发展型国家向社会主义监管型国家转变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制约因素
，导致监管改革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政策制定者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冲突的监管意愿、高昂
的监管信息获取成本、行政色彩浓厚的监管风格、寻租导向严重的监管腐败、滞后的监管基础设施建
设等。
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是由于中国旧有的政治经济治理模式中某些结构性的因素所导致的，因此本章将
对这些有可能导致监管失灵的结构性因素进行深入挖掘，并对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监管型国家建设如何
能够尽快由“监管基础制度的建立”的初级阶段迈向培育“优质监管”模式的更高阶段进行前景展望
。
　　文尾的终篇第七章，对全文的论证过程进行简要的回顾，并对第一章中提出的核心研究问题提出
自己的答案，首先，集中阐释为什么“政企事利益共同体”能够成为解释中国独特式的“指令型国家
——发展型国家——监管型国家”制度变迁轨迹的核心概念，同时将该解释概念重新置放于比较视野
之下，指明其相对于其他四种不同解释类型的长处，并与其他四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进行比较；其次，
本章将试图证明为什么可以使用“转轨监管型国家”这一概念来描述和总结中国建设监管型国家的核
心特征，同时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予以清晰界定，并指出其解释的适用范围；最后，本章将简明
扼要地总结本研究所可能的贡献以及不足之处，并列出下一步应当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
　　正如本章第一部分所述，本书的研究问题所要解决的研究任务包括三个层面：为中国监管型国家
的兴起提供政治经济学上的解释；分析中国监管型国家建设道路上的结构性阻力因素；对中国监管型
国家的特征进行类型学上的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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