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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与有效性，完善公共治理结构，中国从2008年初开始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
，即对行政部门进行科学地合并或重组，推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大部制反映现代政府设立行政部门的规律，有利于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干预，进而提高行政效
能。
从国际能源技术发展来看，能源各产业呈现出汇流的趋势，不仅是电力和天然气的汇流，还包括电力
、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传统能源与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汇流，这些能源形式在技术上存在相互
替代的关系。
基于一国能源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很多国家都实行能源产业的大部门管理体制，以保证国家
经济安全，促进各种能源形式的协调发展。
中国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成立了能源局和能源委员会两个机构，大部制改革还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
但是，中国很早就提出“大能源”战略，能源产业大部制是必然发展趋势。
　　属于大能源产业的电力产业是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产业之一，电力产业也是中国最早实行放松进
入管制，鼓励多种所有制企业进入发电领域，实行政企分离的垄断性产业。
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设立为标志，电力产业最早探索政府行政部与管制机构职能分离（即“政监
分离”）。
从政府管制实践看，中国电力产业还是一个管制职能分散、管制职责不清等问题较为突出的典型产业
。
因此，电力产业管制机构改革对其他产业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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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合约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应用到管制机构问题研究中，深化了对电力管制机构改革的认识，并
为分析和解决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平台。
从公共治理的视角出发，以“电力管制机构改革”为主题，借鉴美国、英国、日本三国的电力管制机
构模式经验，研究在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中国电力管制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国电力管制机
构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体制原因、电力管制机构的发展趋势、电力管制机构改革的制度基础等重大实
践问题。
在电力产业管制机构发展趋势中重点探讨两大问题：电力产业宏观调控、微观管制、微观管理三项政
府职能的配置问题；力管制机构监督问题。
这正是中国电力管制机构改革中亟待解决的实践难题，从而对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当然，该书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还需要实践检验，并且不断加以完善。
    从中国实践来看，研究电力产业管制机构改革问题具有迫切性，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
我认为，该书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该书的出版将丰富这一问题的研究内容，并对推进电
力产业管制改革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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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经过几次政府机构的精简改革，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部门设置依然较多，
这样会削弱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
据统计，①经过5次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66个部门的职责多达80多项，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
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能交叉。
另外，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
在以往几次政府机构改革中，比较注重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这是政府职能与作用范围的第一次界
定，却相对忽略政府职能在机构间的配置，导致政府部门设置过细、综合协调困难、管理成本过高等
问题，实际上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行政职能的错位和交叉，不仅造成部门之间扯皮现象多、行政效能低下、过多经济资源被行政机构自
身消耗掉的状况，更重要的是，政府有关部门无法有效履行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职
能，无法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不仅是实行条块分割、按照专业管理职能设置政府机构的小部门行政体制，而且
是集行政决策权、行政执行权、行政监督权于一身的“三权合一”体制。
小部门、“三合一”的政府行政体制容易造成权力过于集中、不当使用执行权和监督不到位等重大的
体制性弊端。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反映
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就要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
即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注重政府职能在政府部门间与政府部门内的二次配置，将政府的经
济调节、市场管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科学、合理地配置到政府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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