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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资监管经济学：从价值坚持到制度创新》一书从解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奇迹”之谜这一
研究视角出发，提出国有经济结构性存在既是“中国模式”的特征之一，也是其优势之一。
围绕国有经济在三十多年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功过是非，在对一些流行观点的产生根源及逻辑缺陷进行
梳理和点评之后，本书作者以社会主义新型公平观与市场经济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性为逻辑基点，
深入论证了国有经济结构性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和技术合理性，并认为需要在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
前提下，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前沿成果，构建一套能与市场经济实现全面融合和有机结合的
现代国资监管制度及现代国企治理机制。
　　最后，以现代产权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为依托，系统论证并提出了现代国资监管制度构建的理论
基础、制度架构及技术方案，明确指出新时期新阶段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正确路向应是大胆彻底
地破除“大政府”、“大国资”、“大监管”观念及其衍生制度，四位一体，并行推进“政资分开”
、“资资分开”、“监监分开”和“委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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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有经济真是贫富悬殊的元凶吗？

　　国有经济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吗？

　　低效真是国有企业注定的宿命吗？

　　打破国有垄断真能换来公平竞争吗？

　　国进民退真是与民争利吗？

　　国资基金真能实现公平均分吗？

　　国有股权真能简单转为债权吗？

　　《国资监管经济学：从价值坚持到制度创新》以全新视角，深刻揭示“中国奇迹”的真实谜底！
以全新逻辑，理性辨识针对国有经济的种种非议！
以全新框架，系统提出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独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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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省国资委信息中心主任，主
要研究方向为国有经济、公司治理、现代企业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
与他人合作出版《奠基——中国经济五十年》（朱镕基总理作序）、《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研究》（第
二作者）、《公司治理：理论、机制和模式》等学术专著五部，其中《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研究》获得
天津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先后发表《事实与逻辑：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意义及其改革取向探微》、《构建现代国资监管制度的依
据及路径》、《替代、互补与互嵌：市场与企业关系新考察》等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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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有经济真是贫富悬殊的元凶吗？

三、国有经济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吗？

第二章 “国企”行为不当性之辩
一、打破国有垄断真能换来公平竞争吗？

二、国进民退真是与民争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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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国有企业内在机制缺陷的讨论
三、对国有资本市场适应性缺陷的讨论
第三部分 构建现代国资监管制度，实现国企与市场的全面融合
第六章 现代国资监管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国资监管制度变迁的理论诠释
二、国资监管委托代理链条的构成特点
三、现代国资监管制度的内涵及特征
第七章 国内外国资监管体制构建的实践及启示
一、发达国家国资监管模式及经验
二、国内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历程
三、新型国资监管体制探索的地方样本
第八章 摒弃“大政府”思维，严格落实“双分开”
一、破除“国有”就是“政府所有”的“大政府”思维
二、政资不分、政企不分的内在弊端
三、公共类国有资产和经营性国有资产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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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坚持“监监分开”，确保国资委专司出资人职能
一、国资“大监管”思维的是非曲直
二、从人大会（或政府）与国资委关系看国资委的身份定位
三、从国资委与国有企业关系看国资委的职能定位
四、国资委与淡马锡的异同
第十一章 以“共同治理”原则再造国有公司治理结构
一、“共同治理”思想契合新型公平观
二、“委企分开”与“三会”职能配置
三、把握国资监管有机嵌入公司治理的关键要素
四、着力构建新型董事会和新型监事会
五、以外部治理促进内部治理
第十二章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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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更深入地分析我们发现，“国进民退”本身就是一个内容含混并易引发歧义的用语
，似乎“国进民退”意味着国家在与普通民众争利，并将“国”与“民”置于一种对立的语境之中。
然而，从资本的角度看：（1）“民”只是少部分的“民”，即拥有资本并以资本报酬为主要收入的
“富人群体”，代表不了以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的白领、蓝领及“泥腿”阶层，实质就是私有资本。
（2）“国进民退”似乎意味着国有资本有所“进”，“私有资本”就一定会有所“退”。
其实在一定时期内，无论国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的总量都是相对有限，在此处有所“进”，必会在彼
处有所“退”，反过来也一样，在此处有所“退”的资本，同时也为在彼处有所“进”提供了投入条
件。
由此看来，对国有企业的制约不在于“进退”这样的市场行为，而在于“预算约束”的硬化以及前文
所强调的“进退”手段的非行政化。
（3）除非强制剥夺相对方的产权，“进”者必须向“退”者支付对价，这意味着“进”者在获得某
项资产控制权的同时须付出等价（静态价值）的货币资金，“退”者在失去某项资产控制权的同时却
获得了等价的货币资金，因而，无论“进”者还是“退”者，都只不过是自有资本在循环过程的形式
转换（即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货币资本之间的依序转换和循环），各自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并没有发
生改变。
只有在资本转换为消费基金，不再以任何资本形式存在的时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退”。
（4）资本与资本间“争利”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和内在逻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正是资本与资本间的竞争、企业与企业间的竞争，才使得市场活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创新动能
得到了最大范围的释放、劳动者权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消费者福利得到了最大可能的满足。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争利”，而在于是否能够平等“争利”。
有人将“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间这种合理的竞利行为，偷换为“国”与“民”争利，进一步曲
解为政府与“民”争利，但这种脱离逻辑的观点却由于为“民”叫屈而赢得了不少掌声。
（5）资本在具体产业领域或进或退，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和特征，这是资源配置再调整的实现方式。
只要是地位平等、公平竞争，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都只会将自身资本尽可能集聚在具有比
较优势的产业领域和投资领域，在实现社会整体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形成不同资本在不同领域和地
域相对稳定和均衡的分布结构。
在这种稳定或均衡状态形成之前，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资本投入难免具有某种试
错性，在原先认为“有利可图”的项目，投资形成后却发现难如人意甚至难以为继，因而不得不有所
“退”，而其他投资者却因发现该项目的潜在价值或认为自身有能力实现该项目的预期价值而选择进
入，于是便有了所谓的“进”与“退”。
（6）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避免“私有”这样的敏感词汇，刻意将“私有资本”换称为“民营资本”
、“私有企业”换称为“民营企业”并一直沿用至今，但现在却被“学理化”甚至被道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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