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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探讨解决国有资产监管中存在的问题，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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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通过重新构建国有资产法律制度，达到全方位、全过程地监管国有资
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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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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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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