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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政府监管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西方

发达国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政府监管理论,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间较短,尚未形成

比较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理论体系。目前许多国内学者较多地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监

管理论,或者运用这些理论讨论中国的监管问题。但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制度禀赋、所有制结构、
监管体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植根于西方发达国家制度体系的政府监管理论在指导中国监管实践

中,在许多方面都存在不适应问题,在政府监管理论研究与有效服务中国监管实践之间存在“两张

皮”问题,难以有效解决许多政府监管实践问题。理论界与政府实际部门之间关于为什么需要政

府监管、监管什么、谁来监管、如何监管、怎样评价监管效果等基本问题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导致

中国现有政府监管理论难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监管实践需要,理论与实践的耦合性不理想。因此,
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理论过程中,需要抱有扬弃的、批判的态度,在汲取有益精华的同时,应
分析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监管理论对中国国情的不适应性,为构建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

提供有益的借鉴。可见,在结合中国制度环境创新研究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方面具有较大的开

拓空间。
无疑,政府监管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需要不断加强的一个重要政府职

能。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育完善的过程也是政府监管职能不断加强的过程。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监管职能也得到不断加强。党的二十

大报告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提出:“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和完

善现代金融监管”“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①,这些都要求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过程中,需要强化政府监管职能,实现有效监管。这在客观上也要求尽快构建中国特色政府监

管理论体系,更好地发挥政府监管职能,完善政府治理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王俊豪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从事政府监管(管制)领域的学术研究,产出了许多高质量

的研究成果。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与应用

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做

了创新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较有特色:
第一,论证了中国从指令性管理到政府监管转型的客观必然性。指令性管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下,政府基于计划对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所实施的一系列强制性行政命令和指令。单一

公有制经济为指令性管理提供制度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指令性管理的体制保障,长期

的商品短缺为指令性管理提出了现实需求。而政府监管则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监管职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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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行政机构基于公共利益目标,依照一定的法律制度并采取多种监管方式,对微观市场主体所采取

的各种激励与制约行为。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指令性管理到政府监管转型的关键,而微观市场主体

活力的不断增强对指令性管理向政府监管的转型提供了经济基础。① 该书很好地论证了中国从计

划经济体制下指令性管理向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监管转型的客观必然性。
第二,论证了构建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该书分析了中国现行政府监

管理论研究的现状,认为存在对国外监管理论研究较多,结合中国制度环境研究监管问题较少;对监

管法规、监管机构等分散研究较多,对监管体系整体性研究较少;对传统监管政策研究较多,对激励

性监管政策研究较少等问题,凸现构建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的必要性。② 同时,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亟须加强政府监管职能,这
就需要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如何改革与完善中国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市场

监管体制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等监管体制问题,从而要求从理论上针对政府监管体制改革和监管实

践的需要,构建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为政府监管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政策支持。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紧迫性。

第三,提出了与政府监管相关的新概念和新范畴。政府监管(管制)理论20世纪90年代才引入

中国,许多概念和范畴基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环境,难以适应中国特有的制度

环境。因此,亟须根据我国国情重新界定政府监管相关的一些重要概念和范畴,创新具有中国特色

的政府监管理论,更好地为政府监管实践服务。例如,该书在系统分析政府监管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了政府监管新概念,强调政府监管不仅对市场主体具有制约性,而且具有激励性,讨论了与政府

监管相关的行政管理、督查、政府管制和市场监管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以明确政府监管的性

质。又如,根据中国政府监管实践,提出并论证了政府监管的新范畴,在批判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性

监管与社会性监管范畴的基础上,将中国特色的政府监管范畴重新界定为产业监管、环境监管、卫生

健康监管和安全监管等四个主要监管领域及其多种监管类型,更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能更

好地服务中国政府监管实践。
第四,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的基本导向与整体框架。该书提出了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服务中国政府监管实践需求,提炼和概括中国监管实践

经验和规律,培育政府监管新兴交叉学科等理念,作为构建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的基本导向,
使该书具有较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此基础上,该书构建了由政府监管的法律制度、监管机构、监管

方式、对监管的外部监督和监管绩效评价等基本要素构成的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论证了这

些要素在机理上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促进,不断提高政府监管水平,实现有效监管。同时,该书

还以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作为分析框架,对能源、食品、环境、安全生产、金融和新经济这六个

重要的代表性领域做了实证分析,为优化特定领域政府监管体系,提高政府监管效能提供政策思路

和重要政策措施。
总之,该书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的专著,对促进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建

设,提高政府监管效能将发挥积极作用。由于该书涉及面广,研究问题复杂且具有动态性,该书提出

的一些理论观点尚需要实践检验,并不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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