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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社会性规制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社会

性规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进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公民的健康、安全以及社会环

境，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各类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损害消费者权益、污染环境等方

面的社会问题说明我国的社会性规制还很不到位。 

社会性规制体系包括规制立法、规制主体、规制对象、规制标准、规制方式

和规制政策等，是一个有机整体，我国目前社会性规制存在的诸多问题是由于规

制体系的不完善引起的。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规制的法律体系不完善、立法程

序不规范、法律法规之间缺乏协调性；规制机构缺乏统一性、独立性和高效性；

作为规制主要对象的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消费者主体意识不强；规制者的规制

缺乏有效地监督，容易产生寻租、创租等现象；规制标准较为陈旧，难以适应国

际标准和要求；规制方式主要还停留在命令控制手段上，规制政策工具的作用没

有得到有效发挥。 

要提高我国社会性规制的效率和效果，必须对我国的社会性规制体系进行改

革。首先，需要考虑到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转型中这一特殊背景，

探讨转型期政府社会性规制改革的动因体现了社会转型中进行社会性规制改革

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次，需要把握我国社会性规制改革的整体方向。在明确规

制改革必要性的前提下论述我国社会性规制改革的目标及其应当遵循的各项原

则，有利于促进规制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第三，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

于提高我国规制改革的效率、降低成本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

况，推进我国社会性规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健全法律体系、完善规制机构、促

进多元共治、加强规制监督、完善规制标准以及创新规制工具等。 

 

关键词：转型期  社会性规制改革  改革目标  改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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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government social regulation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 prime goal of social regulation is to increase the public 

welfare of the community, protect citizens' health, safety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of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endanger public safety, damage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pollute environment show that the social regulation is 

imperfect. 

The social regulation is an organic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regulatory 

legislation, regulatory agencies, regulatory objects, regulatory standards, regulatory 

methods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Many problems of the social regulation is due to its  

imperfection that is the regulatory legislation is imperfect,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s 

nonstandard，it is deficient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the 

regulatory agencies are lack of unity and independence and efficiency ，as the main 

object of regulation， enterprises are deficiency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nsumers are short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rent-seeking,，rent-creating and other 

phenomena are easier to occur owing to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it is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due to the older regulatory standards，and 

regulatory stools can't play its important role because of mandatory regulatory 

method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our social regulation，we 

must reform the social regulation system of China. On the one hand，we should 

considerate the particularity that is China is in the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 

society transformation，and the analysis of motivations of social regulatory reform of  

transition government reflects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 

regulation. On the other hand，we should clear the goal and principle so as to 

guarantee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Finally,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we could preferab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reduce costs . Comb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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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we would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including strengthen  the legislation，improve the regulatory agencies，promote 

pluralism，reinforce regulatory supervision，firm the regulatory standards and reform 

the regulatory methods for better propelling social regulatory reform.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Period; Social Regulatory Reform; Objectives of the 

Reform; Principles of th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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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一）选题意义 

我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社会转型过

程中，为了 终能够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正确处理好政府、

市场以及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的微观规制行为作为政府职能之一，

对于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有着重大的作用。而社会性规

制作为政府微观规制范畴的一部分，尤其对于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各类严重危害

公共安全、损害消费者权益、污染环境等方面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起着关键的作

用，因此在社会转型期研究政府的社会性规制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看，相对于经济性规制的广泛被研究，社会性规制的研究还

很薄弱，一方面与社会性规制的历史发展时间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研究

的相对复杂性有关。我国目前对于社会性规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和理论还相

对较少，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社会性规制的需求却日益增长，两者之间存在

矛盾。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这一特定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性规制方

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并没有处在社会转型阶段，而是在市场经济相对

发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研究社会转型中的政府社会性规制改革有利于认清

和把握中国的规制改革趋势。 

从现实意义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健康、环境、安全等问题的

关注日益加强，研究社会性规制符合人们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我国处在社会

转型期，政府履行微观规制职能的能力还相对落后，而各类产品质量低劣、环

境污染现象又十分严重。健康方面，食品的安全和卫生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提

高，药品的质量安全也得到了有效改善，但总体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2010 年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合格率仅为 91.7%，①2011 年全国食物中毒类突发公共卫生事

                                                        
① 2010 年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EB/OL]．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

ess/htmlfiles/mohwsjdj/s3594/201101/50549.htm，201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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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报告达到 189 起，①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毒奶

粉、地沟油、瘦肉精等事件，具有危害程度深、波及范围广等特点。环境方面，

根据《2010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从 2006 年到 2010 年，全国废水排放量逐

年上升，2010 年达到 617.3 亿吨，化学需氧排放量为 1238.1 万吨，氨氮排放

量为万吨，② 环境污染的形势十分严峻。安全方面，我国工作场所的安全状况

一直不容乐观，自 1950 年以来，已经发生过 5 次事故高峰，分别是 1957-1958

年、1966-1968 年、1980-1982 年、1992-1994 年、2000-2002 年。③根据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年度报告，2011 年全国煤炭发生事故 1201 起，死

亡 1973 人，④其他一些行业领域也还存在事故多发的现象，煤炭、建筑、医药、

计算机等行业都有一定程度的职业病危害。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社会性

规制的效果较差，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对社会性规制改革进行研究对保护

我国国民健康和安全、改善环境状况将产生直接影响。 

（二）文献述评 

1. 国外研究进展 

市场不是万能的，由于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会导致市场失灵，在这

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对其做出反应。政府实行规制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应对，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政府规制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政府

规制对于弥补市场失灵表现出了重要的作用，但从其产生开始也一直受到各种

批评、质疑和挑战，促进政府规制的不断变革与完善。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规制的领域、方式、重点在

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政府规制的初始阶段主要集中在经济性规制方面。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规制出现了泛滥的局面，而规制机构也普遍存在干预过多、

效率低下以及规制俘获等问题，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大部分发达国家开始了大规

模的放松规制运动。 

                                                        
①  2011 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的通报[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8122066.htm，

2012-03-14． 
②  2010 年 中 国 环 境 状 况 公 报

[EB/OL]．http://wenku.baidu.com/view/b4bfdfedf8c75fbfc77db2a2.html，2011-09-13． 
③ 王俊豪．管制经济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00． 
④ 2011 年全国煤矿安全生产情况[EB/OL]．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

l_5479/2012/0114/167214/content_167214.htm，201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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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布坎南运用经济学的框架分析政治决策过

程，认为政府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市场存在缺陷，政府规制也不例外。这

些缺陷主要表现为：个人目标具有多元性以及选举投票的规则存在缺陷；政府

工作效率较低；政府具有自我扩张性及政府官员存在寻租行为导致规制失败。①

施蒂格勒提出了“政府规制的俘虏理论”，认为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

管制设计的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企业的利益服务的。②根据温斯顿的估算，美国

通过放松规制获得了巨大的福利，通过进入和退出的限制的消除，及定价的自

由化，一年的总福利增加 350 亿—460 亿美元（1990 年美元）。③这些理论和实

证都对政府放松规制提供了支持和进行了论证。 

在经济性规制普遍要求放松的同时，社会性规制的改革却是出现了相反的

趋势，根据哈恩和霍普金的研究，美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放松经济性规制的同

时，与环境、健康和安全相关的新社会性规制、程序性规制出现大幅度的增长。

④社会性规制相对于有着较长发展历史的经济性规制而言，是一种较新的政府规

制。虽然在 20 世纪初期就出现了对于食品、药品等的规制，但社会性规制的兴

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由平民主义推动的，在 70 年代得到快速的发展，涉

及到环境、安全、健康等社会的多个方面。1970 年美国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

重视对于环境质量、产品安全及工作场所安全的规制；英国加强了社会性规制，

成立了一系列针对公平就业机会、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卫生等领域的专业规

制机构。 

史普博（1989）在《管制与市场》一书中提出的外部性和内部性问题可以

作为社会性规制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⑤也被多个学者所认同。植草益（1992）

认为社会性规制在本质上是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的的……在实际上则是以对付

公共性物品、非价值物品、外部经济及信息偏在为目的的。⑥美国经济学家、诺

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对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放松监管运动带来的市

场混乱局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一个市场经济要正常运行，需要有必要的

法律和监管来保证公平竞争、保护环境、保证消费者和投资者不被欺骗。不是

                                                        
① 廖进球．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73—74. 
② ［美］C.J.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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