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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有资产监管法律制度研究》简介：国有资产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国有资产的监
管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也关系到改革的顺利进行。
从国有资产产生的历史来看，国有资产产生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财政性目的，即为了满足国家机关
活动经费和供统治者挥霍的需要；二是政治性(军事性)目的，即为了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抵御入侵
和对外侵略；三是经济性(经济调节)目的，即通过国家投资以及国有资产在不同行业和领域的分布来
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
虽然在不同时期国有资产存在的目的偏重有所不同，但是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各国都普遍注重通过国
有资产的运用来调节社会经济。
我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国有资产的监管尤其是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容易出现国家权力滥用的问题
，为了控制权力滥用，规范和保障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监管，需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管法律制度。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全体人民是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
但由于人民人数众多，不可能每个人都亲自去管理国有资产。

因此，中国国有资产在实际运行中采取委托代理的方式，全体人民作为初始委托人，国有企业经营者
作为最终代理人，依次历经全国人大、政府、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中间环节，形
成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但是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最初委托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
从理论上来说，国有资产人人有份。
正因为如此，每个人不可能像管理私有财产那样尽职尽责去监管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现象严重；现
阶段政府在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责时，也并没有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将以往行政管理的模式运
用到国有资产监管中；中国的国有资产监管立法也没有跟上国有资产监管的现实需要，许多重要的国
有资产法律并没有制定，已经制定的法律也没有及时地修改和完善。
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在国有资产监管中仍旧存在，现行国资委集管人、管事、管资产于一身，这种
集权模式容易失控、失范，而现行并无有效的监督监督者机制。

上述原因导致国有资产监管中存在很多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没有完全
达到调节社会经济的目的等。

为了解决国有资产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借鉴国外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律制度，重新审视我国国有资
产监管法律制度。
通过国有资产监管法律制度的重新构建，达到全方位、全过程地监管国有资产。
一要健全国有资产监管法律体系，从宪法层面、法律层面、法规和规章层面完善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律
体系。
二要明确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中四个层次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主体，构建全体人民、全国人大、政府、国
有企业内部、其他监督网络。
三是要理顺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定程序，要通过对国有资产尤其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经营和
转让程序的全过程监管来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
四是要严格法律责任。
五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新的法律救济途径，完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建立国有资产监管中强制信息披
露制度、建立国有资产监管公益诉讼制度和严格国有资产监管中的法律责任尤其是民事法律责任追究
制度。
通过这一系列的方法达到国有资产监管的目的。

《国有资产监管法律制度研究》由陈雄根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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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产生以后，国家公共机关对于社会民众个人、各团体组织及国家机关自身的利益取予分配关
系（即权利义务关系）的权衡、协调和确认，往往通过法律加以规定；或者反过来说，国家所以颁布
法律，主要就是为了确认各社会主体的权利、义务，使之更加规范化和具有公示性而经过法律确认和
调整的利益分配关系，这种确认和调整就是一种国家调节进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后，通过市场调
节机制优化配置各种资源。
自由市场交换的原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再承担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义务，而仅仅是进
行有限的管理。
它既不组织产品的生产，也不直接分配所生产的产品。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何处生产，由谁来生产，这些都由经济主体决定。
由市场机制所决定的市场分配是一种按贡献、按能力的分配。
这种分配方式注重“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与“过程公平”。
对公平的渴求是人性本身的需要，而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交换者双方在交换过程中地位平等，任何
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也即交换双方都享有支配各自的交换物的资格，用法学术语表
示这里的资格就是权利。
市场经济奉行的是“平等交易”、“交易自由”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市场交换的过程中，每个市
场主体所进行的是“等价交换”，“所交换是等量的交换价值”。
由于每个主体所给出的和获得的是相等的东西，在市场交换中，如果说他们作为交换主体相互对立，
那么他们实现为交换者，因而实现为平等的人，而他们的商品（客体）则实现为等价物。
从商品经济的商品交换来看，市民社会的原则就是商品交换的平等与自由。
只要把不同商品互相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这些交换价值彼此之间的交换，看作它们之间的等同，那就
是把进行这一过程的个人即主体只是单纯地看作交换者。
市场就是市民社会平等的、没有差别的“经济规定”。
市场经济就是天然平权经济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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