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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建设法律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市政工程建设法律问题研究》主要内容：中国律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可替代、举足轻重
的作用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律师业的发展也为党和政府的“十一五”规划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
要内容归入“大力发展”之列。对律师行业的发展而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在律师业的发展
过程中，对律师“专业人士”的定位没有异议，而对于专业人士是应以“学者型”为方向还是以“工
匠型”为方向之争却始终存在。其实这应是殊途同归的命题。“学者型”要求才高八斗、出口成章、
理论扎实、结合实践，因此注重研讨、注重文章；而“工匠型”也要求一丝不苟、中规中矩、一针见
血、心得颇多，所以注重琢磨、注重经验。因此，上海律师队伍中的“学者们”、“工匠们”在日理
万机的执业实践中，始终没有放弃研究、忘记总结，不时地成文、著作，并使之成为开拓业务、提高
水平的重要手段。而鼓励、引导律师著书立说，一直是上海律协的良好传统。当2006年新年钟声敲响
的时候，上海律协在法律出版社上海出版中心的支持下，确定并启动了出版“上海市律师协会文库”
的工作。我们设想，这一文库包括理论探索篇、律师实务篇、法律文件篇等内容，并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不断提高。搭建律师思想碰撞之平台、畅通律师信息传播之渠道、建设律师学问总结之道路、营
造律师形象展示之舞台、创建律师文化交流之大厦，这正是我们出版这一文库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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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盛雷鸣，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硕士，现为中茂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上海市委宣传部“东方
讲坛”讲师团讲师，华东政法大学律师事务研究所副所长，华东政法大学房地产法研究所副所长，华
东政法大学青年教师联谊会副会长。
　　盛雷鸣曾荣获“华东政法大学十佳专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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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市政工程建设法律基础理论　　第一节 市政工程建设法律制度概况　　一、市政工程的
定义概述　　从资金来源的性质划分，市政工程的资金投入源自我国广义的政府投资。在我国的建设
发展过程中，政府投资的含义是不断变化、扩大的。最初，政府投资的认知仅限于直接从国家财政预
算中每年安排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支出，即国家预算内投资，其资金来源单一；后来逐渐扩展到包括
其他各类属于财政性的投资，主要有国债投资、各类国家专项基金（电力、铁路、邮电、民航、港口
等）、其他预算外收入、政府统借统还的外债等。这些资金大大超过每年的财政预算内投资，已成为
政府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政府投资工程投融资体系的改革，政府投资的内涵广义化，政府
投资范畴的界定开始超越资金本身属性的单一判断标准，扩展成为项目的性质和出资人的性质等各因
素的结合体。如一些公共基础项目，虽然从表面看这些项目的建设资金来源于民营企业和外商，但因
这些项目涉及公共利益，政府拥有专营特许权，虽然政府未出资，但政府将这种特许专营权转让给他
人本身也是一种政府投资，只不过政府投人的不是钱而是一种权利。①随着实践中对政府投资认知的
变化，为进一步明确政府投资的范围和相关权责、实现政府投资资金的效用最大化，国务院在2004年
公布的国发[2004]20号《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对政府投资进行了合理
界定，认为政府投资应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加强
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科技进
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在该《决定》中，国家进一步鼓励社会投资，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允许
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人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逐步理顺公共产品价格，通
过注入资本金、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
融资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公益事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于涉及国家垄断资源开发利用、需要统
一规划布局的项目，政府在确定建设规划后，可向社会公开招标选定项目业主，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
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境外投资。总体而言，政府希望通过以上措施能够实现由社会投资建设的项目尽
可能利用社会资金建设，这同时也是市政工程融资形式的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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