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      密级        

学号：13920091150441                                      UDC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转型期政府社会性规制现状研究 

——进展、问题与出路 
Study on the Status of Government Social Regulation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Progres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王 玥 
               

指导教师姓名：黄 新 华  教 授  

专 业 名 称：公  共  政  策  

论文提交时间：2012 年  5  月 

论文答辩日期：2012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2012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评    阅    人：                  

 

2012 年 5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01507?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

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

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

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

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

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

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

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

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

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

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

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

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

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摘  要 

政府社会性规制着眼于公平和正义，通过对健康、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规制，

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相对于经济性规制较晚出现，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必

要性和重要程度愈加凸显。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受到重

视后呈强化趋势。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经济

上取得较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进而转为对较高生活质量

的追求。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了较多的社会问题，损害公民健康、安全和环境

的事件频发，降低了生活质量，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对这样的矛盾及经

济深化发展的需求，政府有责任也有必要加强社会性规制，并取得规制成效。 

我国的社会性规制较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初步建

立了社会性规制的体系，规制力度也不断加大，取得一定的规制成效。但社会性

规制领域内仍然存在较多损害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事件，规制体制本身也不尽完

善，相比于西方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社会性规制作为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福利

共同提高的必要手段，有必要对转型期的社会性规制进行研究，总结进展、问题，

分析深层原因并提出完善措施，提升政府在转型期社会性规制职能的发挥。 

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及定性分析等方法在对社会性

规制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转型期政府社会性规制所取得的

进展，具体表现为初步建立了社会性规制的法律体系、组建了相应的社会性规制

机构、建立了社会性规制标准，并且引入市场机制创新了规制工具，通过实证数

据展示了健康、安全、环境领域内所取得的规制实践的成效。通过对现状的梳理

总结出我国社会性规制在法律体系、规制职能、标准、信息体系、社会监督等方

面存在问题，并对其展开了具体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问题的深层原因进行

探讨，指出社会性规制理论体系的薄弱、有关规制机构设置的法律体系存在缺陷、

规制者被被规制者俘虏以及公民参与和信息公开等方面的缺陷是造成我国社会

性规制落后的重要因素。结合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完善社会性规制的原则和对策。 

 

关键词：转型期  政府社会性规制  进展与问题  原因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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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regulation focus on the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it is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welfare of the community by regulating the issues of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Although later than the economic regulation,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more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ince 

the seventies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social regulation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begun to get attention day by day.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after several decades of development, China has receiv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At the same tim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y began to pursue higher life quality. The development also brings 

price, such as social problems harmful to public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which 

reduc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restric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response to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deepe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the 

government ha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every need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regulation 

and make it effective.  

Social regulation in China lag behind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China h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 system of social regulation,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the intensity of regulation, and obtained a certain effect. But 

within social regulation field there are many events that damage the welfare of society, 

regulation system itself is far less perfect than that in Western countries. Social 

regulation is a necessary means to achie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mmon social 

welfa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it , including summarize the progress and problems, 

analyze the underlying causes, propose measures to improve social regulation, and 

promote the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the social regulation func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Based on theoretical study and practice research, this thesis applies many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historical analysis, documentary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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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progres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legal 

system of social regulation, built the corresponding agencies, set up social regulation  

standards and innovate regulatory tools by introducing market mechanism. A series of 

empirical data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within the field of health, 

safet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this thesis 

reveals the problems of social regulation in many aspects, namely legal system, 

regulatory functions, regulation standard and social supervision. On that basis, this 

thesis then analyze the underlying causes and find out the main factors that cause the 

deficiency of social regulation in China: the weakness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 

regulation, the defect exist in legal system set up by the relevant regulatory agencies, 

the regulator is captured by regulated and the lack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and, Combined with the problems and underlying causes this thesis 

indicates the principle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ocial regulation. 

 

Key words: Transition; Social Regulation; Progress and Problems; Causes and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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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选题意义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质量，关注健康、

安全和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健康、安全和环境的问题。

在这样矛盾的社会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以健康、安全、环境为主要内容

的政府规制，即社会性规制（又称社会性管制）。不同于经济性规制的针对某一

特定行业的行为，社会性规制是对社会行为的一个横向规制，以增进社会福利为

目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要想顺利的完成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

型，不仅要实现经济的腾飞，同样也需要处理好各类社会问题。社会性规制着眼

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健康、安全、环境等方面，政府对此的关注程度和实施力度

势必影响到国家的现状以及长远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经济成就，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经济以10%的年平均增长率增长，贫困率从65%

降至10%以下，5亿人口脱离贫困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①。 

伴随着巨大经济成就的取得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食品是生活必需品，但是有

毒食品的报道层出不穷，仅2011年一年，经315曝光的重大食品安全问题事件高

达数十起之多；关系到身体健康的看病求医却不仅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同时还存在药品安全的风险。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职业安全生产却事故频发，

2011年全国发生各类事故347728起，死亡75572人，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高

达数千亿，更为严重的是不能得到安全保障的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并时常面临

求助无门的状况。在构建绿色发展的同时又面临着水土流失、荒漠化，大气江河

污染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根据最新《2009年度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显示，

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环境污染治理压力日益增大，六年间基

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从5118.2亿元提高到9701.1亿元。2009年环境退化成

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3916.2亿元，较上年增加9.2%，约占当年GDP的

                                                        
①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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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①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不仅损害了整体的社会质量，同时还会制约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政府有义务也有责任进行社会性规制。 

2004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相关报告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旨在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我国社会性规制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

件。相对于西方社会性规制来说，我国的社会性规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都大大落后于国外，我国的社会规制时间短，缺乏经验，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机

构设置，规制标准等方面都存在着不足，对于规制者本身也存在着规制俘虏及失

灵的问题。面临诸多的问题，有必要对转型期的社会性规制问题进行研究，为社

会性规制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经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升。 

对转型期政府社会性规制进行研究，从理论上讲能够清晰了解我国社会性规

制的进展和问题，分析深层的原因，弥补目前研究的不足；通过分析目前社会性

规制的问题和原因，能够为转型期社会性规制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同时，社会

性规制的内容和目标与我国政府当前的执政理念是一致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

政府的社会性规制，促进社会性规制的发展与完善，更加有力地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有必要对转型期政府社会性规制的进展、问题、成因及完善加以研究。 

（二）文献述评 

社会性规制在西方国家兴起于上世纪 70 年代，在我国，社会性规制无论从

理论研究还是政府实践都是相对较新的领域。我国学者对政府社会性规制的研

究，大多见于规制经济学中社会性规制部分。由于社会性规制不能如同经济性

规制有明确的行业划分，因此对于社会性规制我国一部分学者按照规制的领域

不同将其分为了卫生健康规制、工作场所安全规制以及环境规制②或者环境规

制、产品安全和健康规制③，论述了在不同的规制领域的支持理论、内容、工具

等。以谢地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则以规制的理论基础为切入点，将社会性规

制分为外部性规制、信息优势规制，论述两类规制所包括的领域，规制的形态、

                                                        
①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规划院完成 2009 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EB/OL]．http://www.caep.org.
cn/ReadNews.asp?NewsID=3105，2012-1-16． 
② 王俊豪．管制经济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③ 王雅莉、毕乐强．公共规制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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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以及方式等①。健康、安全、环境规制是社会性规制的三大领域，国内目前

对社会性规制的研究也基本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1.健康规制研究 

对于健康方面的规制是政府社会性规制职能之一，而食品、药品的安全与

质量是健康规制的重点。目前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论述我国健康规制在法律体

系、规制机构、规制标准以及规制过程等方面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完善

健康规制的措施②。除此之外，程启智、李光德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论述了我国健

康规制制度变迁的特征，勾勒出了我国食品安全卫生规制变迁的总体模式，总

结了健康规制制度模式的局限性，并提出完善的对策措施③。刘东涛等从法的角

度阐述了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所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法律制度的框架设想④。

宋华琳则从药品规制形式、信息披露、标准、许可等方面比较中美法律法规的

不同⑤。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健康规制失灵的一个重大原因，周游、朱秋蓉、安丰

东、孙中叶、蒋抒博、项卫星论述了目前我国健康规制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并

提出强化信息披露，建立信誉机制，增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契合等以保障公众

利益⑥。健康规制的过程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旧的规制机构以及生产企

业是旧规制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它们会采取行动抵制规制制度安排⑦，而媒体参

                                                        
① 谢地．政府规制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② 刘宁．我国食品安全社会规制的经济学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6，25（3）：132-134． 

何立胜、孙中叶．食品安全规制模式：国外的实践与中国的选择[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9，36（4）：71-74． 
蒋抒博．我国药品安全管制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09，（5）：26-28． 
朱梦蓉、朱昌蕙．我国药品安全监管现状与模式创新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

（8）：202-205． 
张宏宇．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失灵的原因分析及模式创新[J]．调研世界，2009，（10）：18-21． 
张红宇．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体系重构[J]．农业经济，2010，（2）：70-72． 
李丽、王传斌．论我国药品安全规制的改革[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1）：12-13，

90． 
李怀、赵万里．中国食品安全规制问题及规制政策转变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0，（2）：

23-29． 
  周小梅．我国食品安全管制的供求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0，（9）：98-104． 
③ 程启智、李光德．食品安全卫生社会性规制变迁的特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26（3）：
42-47． 

李光德．中国食品安全卫生社会性规制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当代财经，2004，（7）：14-18． 
④ 刘东涛．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J]．特区经济，2010，（1）：233-236． 
⑤ 宋华琳．论政府规制与侵权法的交错——以药品规制为例证[J]．比较法研究，2008，（2）：33-45． 
⑥ 周游、朱秋蓉．我国食品安全信息规制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及补救[J]．特区经济，2010，（12）：285-287． 
  安丰东．信息不对称与食品安全规制[J]．学术研究，2006，（11）：82-83． 
  孙中叶．政府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契合——以食品行业为例[J]．改革与战略，2010，26（6）：
44-46，68． 
  蒋抒博、项卫星．药品安全管制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09，28（10）：85-87． 
⑦ 李长健、张锋．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发展研究[J]．河北法学，2007，25（10）：1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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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规制变革，改变了公众与企业在影响规制方面的相对优势，促使规制朝着有

利于公众的方向发展①，同时公众在规制的过程中的参与能够提高规制的效率。 

目前国内学术界针对健康规制领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对问题及对策方面的

研究，并有部分学者从制度经济学、法学、社会参与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从

总体上展现了我国健康规制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方法，但是更多的只是

集中于表面的现象描述，并未对其深层原因进行探析，并且研究大都比较局部和

零散，研究内容较为相似。 

2.安全规制研究 

学者对劳动安全规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煤矿行业的安全规制，周云圣从

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规制机构在行使安全规制职能时所面临的信息不完全

问题，通过不完全信息均衡分析提出提高最佳信息量的制度安排②。陈长石、韩

庆海利用新规制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强调了煤矿企业与安全规制机构之间信息

不对称水平对社会福利所造成的影响，验证了我国煤炭安全规制的有效性，提

出中国煤矿安全规制完善方法③。博弈论的运用也是我国学者研究安全规制的另

一方法，沈斌、梅强和张秋秋运用博弈的方法分析政府、煤矿企业和劳动者之

间的博弈，通过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安全规制的对策④。谢地、何琴从法经济

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职业安全状况的成因与政府规制缺失的情况，并提出改进

我国职业安全规制的做法⑤。程启智等人运用模式分析方法，从政府管制全过程

视角，分析健康和安全管制的立法模式、机构设置模式和行政执法模式的基本

要素，此外他还通过最优预防模型的建立，论证了虽然问责制对中国民主政治

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健康和安全管制领域它并非是一个有效的制度

安排⑥。部分学者对我国安全规制变革、存在的问题以及从组织机构、权利配置

                                                                                                                                                               
宋华琳．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因与动力——以晚近中国药品安全规制为中心的观察[J]．管理世界，2008，

（8）：40-51． 
① 孙敏．媒体与中国药品安全规制改革[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0，（5）：15-21． 
② 周云圣．煤矿安全规制中信息不完全问题分析[J]．煤炭经济研究，2006，（10）：79-81．  
③ 陈长石、韩庆海．煤矿安全规制、信息披露与社会福利影响——基于新规制经济学分析框架[J]．财经

问题研究，2010，（2）：22-27．  
④ 沈斌、梅强．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管制多方博弈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0，20（9）：139-144． 

张秋秋．基于经济学视角的职业健康规制问题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0，20（5）：17-22． 
⑤ 谢地、何琴．职业安全规制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J]．经济学家，2008，（2）：47-54． 
⑥ 程启智、旷锦云、王忠、袁文艺．中国健康和安全管制模式分析的基本要素——一个基于法学、公共管

理学和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6）：3-9． 
程启智．问责制、最优预防与健康和安全管制的经济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5，（1）：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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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运行模式等方面提出了改进的方法①。 

相比于社会性规制其他领域的研究，我国安全规制的研究较迟，同时我国重

大安全事故频发，也造成了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事故多发的煤矿行业。通过对规制

的理论研究、制度研究和实证分析，从经济学、行政学等多个学科角度、使用博

弈论、经济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安全规制的各行为主体，清楚地展现了我国安全规

制的概况，存在的问题。但是对于规制政策的研究，较多为主张完善法律或加大

事前的安全投入或完善政府职能等，较少从社会性规制的角度对我国的安全规制

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分析。 

3.环境规制研究 

学者对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规制工具、政府与企业行为两方面。在规

制工具方面，宋英杰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得出当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面临

技术或制度等因素的制约时，经济工具的实施将变得十分困难，命令控制工具为

更优选择②。刘丹鹤在比较分析市场交易型环境工具和命令控制型环境工具不同

政策效应的基础上，运用污染产品和劳动力要素的竞争性均衡模型，阐述了环境

税的“双重红利”及其对环境工具选择的启示③。臧传琴分析税费规制与可交易

许可证规制的内涵并进行比较，提出我国环境规制的工具选择的政策建议④。沈

芳将不确定性和工具选择理论同诱发性技术革新理论相结合，分析在成本和收益

不确定的条件下环境规制政策在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之间选择的静态模型，以及

在存在诱发性技术革新时规制工具选择的动态模型⑤。 

在政府与企业行为方面，陈富良从机制设计角度进行了分析，重点讨论规制

者和被规制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环境政策中的信息披露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⑥。

张嫚以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利润最大化决策模型为理论起点，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

业行为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建立了环境规制的反应函数，并分析了企业环境管

                                                        
① 肖兴志、李红娟．煤矿安全规制的纵向和横向配置：国际比较与启示[J]．财经论丛，2006，（4）：1-8． 

苗金明．我国安全生产规制体制及其运行模式[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1，21（1）：3-9． 
② 宋英杰．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1）：
29-31． 
③ 刘丹鹤．环境规制工具选择及政策启示[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2）：21-26，
86． 
④ 臧传琴．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与选择——基于对税费规制与可交易许可证规制的分析[J]．云南社会科

学，2009，（6）：97-102． 
⑤  沈芳．环境规制的工具选择：成本与收益的不确定性及诱发性技术革新的影响[J]．当代财经，2004，（6）：
10-12． 
⑥ 陈富良．规制机制设计在环境政策中的应用评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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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类型及影响因素，以加强对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及环境规制的微观作用机理的

研究，为制定具有针对性、创新性的环境规制，实现和谐社会的宏观目标提供微

观理论基础①。刘文辉、修国英、胡建兵、顾新一等指出，政府环境规制程度的

不同会导致企业有不同的反应模式，因此政府需要根据不同企业的环境有针对性

地制定环境政策②。 

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了我国环境规制体制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③，从总体上

看，国内学者对环境规制的研究集中于规制工具政策选择以及规制各行为主体之

间关系方面，但是更多的是沿用国外的研究方法对我国环境规制的宏观性分析，

结合中国国情的新观点较少。 

4.其他社会性规制问题研究 

对我国社会性规制的研究，谢地将社会性规制置于和谐社会的框架下进行

考查，对我国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广告、职业安全、劳动力市场、职业资

格、环境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利用、林权、水权、地权及专利保护制度等方面

的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对政府社会性规制的问题和对策加以总结，推进民生

建设，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④。程启智对我国政府的环境质量、食品、药品、生

产安全规制现状问题加以分析并得出政策建议⑤。研究重点集中在我国政府社会

性规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政府社会性规制职能的措施。黄新华针对和谐

社会构建过程中我国政府社会性规制职能的缺失和社会性规制能力的不足的现

状，提出了完善政府社会性规制职能可以通过健全政府社会性规制的法律体系，

合理选择和使用各类规制政策工具，强化健康、安全、环境规制和通过制度创

新规制规制者等实现⑥。苏晓红、张秉福等也为我国政府社会规制的完善提出了

政策建议⑦。此外还有学者对社会性规制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运用成本收益与

                                                        
① 张嫚．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间的关联机制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5，（4）：34-39． 
② 刘文辉．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策略的影响因素分析[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3（6）：
42-44． 

修国英．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应对模式[J]．企业管理，2007，（10）：89-90． 
胡建兵、顾新一．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行为研究[J]．商业研究，2006，（19）：35-38． 

③ 杨朝霞．论我国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与改革[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法学）版，2007，7（5）：
1-8． 

唐英．论生态环境规制改革[J]．财经政法资讯，2008，（4）：3-13． 
④ 谢地．规制下的和谐社会[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⑤ 程启智．政府社会性管制理论及其应用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⑥ 黄新华．论政府社会性规制职能的完善[J]．政治学研究，2007，（2）：60-70． 
⑦ 苏晓红．社会性管制改革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路径选择[J]．经济纵横，2008，（12）：110-112． 
  张秉福．论社会性管制政策工具的选用与创新[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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