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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政府规制改革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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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规制一直为经济学和政治学所关注。经济学认为，政府规制关系到政企关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

政治学看来，政府规制通过设立一系列条件以规范和控制私人行为从而达到保护公益的目的，因而被视为针

对私人行为制定的公共行政决策。当前，借鉴发达国家规制放松的经验，结合我国转型期特点，推进规制改

革，有利于政府施政创新，丰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手段，推动法治政府建

设。 

    过去二百多年来，西方国家在普通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其市场经济的文明，同时，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干预

市场。一些西方国家实行的国有化是政府对企业内部的直接控制和干预，规制则是政府从外部对企业的行政

干预，并历经“规制建立”到“规制放松”、“规制改革”的进程。规制放松，作为规制的反义词，涵义非

常广泛，他“意味着放松或取消诸多规制条款中的部分或全部”。为此，人们常用规制改革来描述规制放松

的过程。 

    规制放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美国。美国在20世纪30～70年代的规制实践中，发现“规制失灵”

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比“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美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对基础设施领域的规制进行了改革，

其“实质内容就是放松政府规制，开放基础设施产业市场，引进和强化市场竞争机制”。英国在撒切尔夫人

任首相后不久，于20世纪80年代初对电信、煤气、自来水、电力和铁路运输进行了大规模的规制放松和私有

化。日本在1985年将国有电信电话公司民营化，并于1987年对国有铁路进行了分割和民营化。其他国家如德

国、澳大利亚也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规制放松运动。 

    近20年来，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了规制改革。上世纪90年代，

OECD（经合组织）通过对美国、英国、丹麦、新西兰、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的规制改革进行系统、全面

的评估，归纳出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根据全球化进程、结构调整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转变政府职能并通过

规制改革与之相适应。二是追求政府治理的民主、规范和法制化，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重塑政府

（reinventing government）。三是通过调整政府权限、明确部门职责和定员法制化，优化业务流程，建立

精干、高效的政府机构。四是实现管理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 

    我国规制采取的是中央、地方两级的垂直规制体系。现行政府规制主要有四种：一是正式法律，由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颁布。二是行政规章，包括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如条例、规定、办法等，以及国务院

部委根据法律法规在本部门权限内制定颁布的实施细则、指示和通知等。三是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四是

规制机构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命令和措施（其有效性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更大）。 

    现行经济性规制主要是价格规制和进入规制，其行业范围与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规制的行业范围大体相

似，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和信息不对称较严重的行业都受到了规制；现行社会性规制主要涉及与信息

不对称、外部性有关的安全、公共卫生与健康、环境保护、教育、文化、就业及消费者保护等规制；从总体

看，我国现行规制具有混合型规制的特点。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制度



变迁，政府管理模式正经历着从计划—控制型到规制—服务型的演进。可以说，混合型规制作为转型期正

常、合理的产物，在现阶段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其施行过程则表现为政企分离、让市场这只“看不

见的手”发挥作用，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重新定位，从重审批、管制向重监督、服务转变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规制的发展在发达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但常常被忽略的背景差异：一是法治观

念，特别是政府依法行政的传统根深蒂固。二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界限较为清晰，没有政企不分的问题。三

是除非法律有所限制，私人产权不受侵犯，且法律是公开的、各方意见表达和综合的结果。规制改革前，发

达国家的市场机制和法律基础已基本完备，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过于繁琐，因此，国际规制改革的趋势是放

松。而对于面临经济社会双重转型的中国来说，在经济体制和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规制改革不能是简单

地放松，而是要加强对现行规制的整合和重构，明确规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总之，作为市场和法律的替代和补充，政府规制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客观要求。借鉴国际规制改革的成功

经验，审慎推进中国政府规制改革，不仅有助于消除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体制障碍，也是建立高效、廉洁、行

为规范的政府管理体制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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