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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经济自由化和民营化的浪潮，这种变革在运输业表现得尤为明
显，港口改革的步伐也在加快，私人部门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
港口产业垄断与竞争并存，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特征兼具，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均有供给优势，是国
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产业和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重要对象，研究港口民营化改革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
    本书在考察港口体制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分析了港口民营化的理论基础和改革模式，然后从实证角度
总结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港口民营化的经验，建立了港口规制改革政策的基本模式，最后，描述了转
轨经济条件下中国港口民营化的特征与进展，提出了民营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并研究了规制框架重
构的具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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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言　　自然垄断产业民营化问题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港口产业是国民
经济的基础产业和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重要对象，研究港口民营化改革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
义。
在引言中，首先指出了本书的研究主题及意义，综述了在该方向上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最后介绍了主
要研究方法，并说明了各具体章节所构架的逻辑体系。
　　◆1.1　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主题及意义　　现代经济社会系统的有效性是由物流、人员
流、信息流、资金流的速度和质量所决定的。
交通运输正是上述流动的主要载体，是现代经济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现代交通运输业包括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五种运输方式，它们构成了三维空间分布的综合
运输系统。
纵观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历史，虽然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多种运输方式都是同时并存和相互协作的
。
　　运输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早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就得到了高度重视。
威廉?配第认为，发达的运输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并认为运输业发展有利于资源的更好
利用。
亚当?斯密提出了运输通过影响市场和分工，从而推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
李斯特认为，运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运输发展既是工业的结果，又是工业的原因。
罗雪尔认为运输发展使分工变得容易，因此生产更为完善，产品价格更为低廉，扩大的市场使整个国
家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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