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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政府管制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中国垄断性产业改革及其对管制机构的需求，现
行管制机构的类型与基本特征；探讨了垄断性产业设立管制机构的若干基本问题；设计
并论证了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基本模式，管制机构的权力配置与协调机制、工作
机制、监督机制；讨论了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动态性问题；并对电信、电力产业
的管制机构作了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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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二章 中国垄断性产业现行管制机构的类型与特征
垄断性产业的改革进程与管制机构的建设具有相当的关联性，因此，本章的逻辑起点是
讨论中国主要垄断性产业改革的基本内容，然后归纳总结中国垄断性产业现行管制机构
的基本类型，最后分析在特定体制下的管制机构的基本特征及其问题。
第一节 主要垄断性产业改革的基本内容
由于各个垄断性产业在技术经济特征、科技进步与需求变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受经济
发达国家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所面临的挑战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这必然导致
这些产业在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内容等方面也存在相当的差异。本节将对中国的电信
、电力、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城市自来水与管道燃气等主要垄断性产业改革的
基本内容作一简要概括，以反映垄断性产业改革的现状。由于各个垄断性产业的改革内
容比较复杂，这里主要讨论以促进竞争为导向的市场结构重组、民营化和管理体制改革
等方面的内容。
一、电信产业
电信产业是管理体制改革较早、改革幅度较大、备受国内外关注的一个垄断性产业，在
相当程度上为其他垄断性产业的改革提供了样板。其主要改革内容有：
1．逐步放松进入管制。1993年8月，国务院批转原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
场管理意见的通知》，向社会放开经营无线寻呼、800兆赫集群电话、450兆赫无线移动
通信、国内VSAT通信、电话信息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电子信箱、电子数据交换、可
视图文等9种电信业务。这为电信产业放松进入管制迈出了第一步。
1993年12月，国务院发文批准组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1994
年7月，中国联通正式挂牌成立，成为中国电信的第一个直接竞争者，这是在移动电话、
长途电话、本地电话业务领域放松管制的一次实质性改革，其意义十分重大；1994年1月
，吉通通信有限公司成立；1999年8月，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立；2000年12月，铁道
通信信息有限公司成立。同时，一批经营IP电话、增值电信业务的新企业相继进入电信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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