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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

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进

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论断是我党对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标志着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即将进入新阶段。2013 年 12 月，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王彦林博士的力作——《当

代中国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优化研究》，该著作

从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优化的视角，深入探讨

了当代中国经济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全

面分析了公共经济、民间经济及其关系中的存在问

题，构建了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优化的理论体

系。作者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运用跨学科综合研

究的方法，系统、深入地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提

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意义的新观点。 

一、从理论和逻辑角度，考察公共经济、民间

经济及其关系 

作者界定了公共经济和民间经济的内涵、特征、

功能及其逻辑关系，构建了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

基础理论。作者认为，公共经济是社会公共部门为

增进公共福利通过政府调控而进行的公共物品的生

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的总称，公益性

是其本质属性，这就决定了其无偿性、强制性和计

划性的特征，以及政府配置资源、调整收入分配和

稳定经济的功能。民间经济是个人、企业等经济主

体在市场机制调节下，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进

行私人物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

的总称，具有私利性、有偿性、自发性的特征，以

及市场调节资源配置、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和积累社

会财富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深入分析了公共

经济与民间经济的逻辑关系，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

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统一于

经济实践中，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前者为后

者提供服务和保障，二者同时产生，并有着类似的

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二者在主体、目的、功能、

运行机制、满足需要的性质及客体等方面相互区别，

又在资源占有和社会经济系统中此消彼长；另外，

二者的良性互动促进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公共经

济与民间经济的逻辑关系，作者进一步探索了二者

的目标边界、产权边界、规模边界等逻辑界区，这

就从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两类经济活动的角度划定

了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理论边界。 

二、从历史和实践角度，考察民间经济、公共

经济及其关系的历史演进 

通过历史文献研究，作者考察了民间经济、公

共经济及其关系的历史演进。作者研究证明，原始

社会时期的经济形式“公”、“私”难辨，只是到其

后期才逐渐明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漫长历

史中，民间经济与公共经济都缓慢地增长着，民间

经济的增长表现为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产量的增

加、手工业种类的增多和手工品的精湛、商业的不

断扩大和繁荣等，公共经济的增长表现为税赋制度

的变革、公共事业的增多、政府“重农”或“重商”

经济干预政策的推行等；资本主义前期，民间经济

迅速发展，公共经济也逐步跟进；在当代资本主义

条件下，民间经济与公共经济基本形成了互补、共

进的状态。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民间经济和公共

经济及其关系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下的一个

动态的自然历史过程，其中，公共经济在社会经济

发展中呈现出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结构不断变化

的特点，即在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长河中，政府的

作用呈逐渐上升趋势。 

三、从正反两反面，分析当代公共经济、民间

经济及其关系的进步与问题 

从建国以来的经济实践和当前的经济现状切

入，作者认为，我国公共经济、民间经济既取得了

巨大成绩，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取得的成绩是：经

济体制改革使“政府”与“市场”逐步走向“各司

其职”；政府职能逐渐转变，民间经济生长空间扩大、

增长迅速；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在主体关系上、

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供给上、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



 
 

机制的配合上都有了显著改进。现存的问题是：公

共经济失位与失衡并存；民间经济环境约束与自我

约束并存；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在界区上、主体上、

良性互动上以及在区域和产业布局上关系有待优

化。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经济发

展水平整体不高且不平衡是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

转型期政府职能的伸缩是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传

统产权制度的弊端是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公共经

济体制的缺陷是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对我国当前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出了全面概览和深入分析。 

四、从我国实际出发，系统构建公共经济与民

间经济关系优化的总体框架 

从我国现阶段公共经济、民间经济及其关系的

现状出发，作者提出了优化二者的关系的目标、原

则、内容、机制和评价标准。作者认为，优化公共

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的目标就是要使之在互补、互

促、共进中逐步达至协调、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达到该目标就要坚持协调发展的效率原则、社会和

谐的公平原则、经济平衡的稳定原则、经济发展的

可持续原则等。优化二者关系的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是，优化公共经济内部关系；二是优化民间经济

的发展环境及其内部关系；三是，优化公共经济与

民间经济之间关系。优化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

需要构建完善、高效、科学的混合经济体制。评价

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则需要着重从优化的前提

和结果两方面着手。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优化

的理论框架实质上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的理论

体系。 

五、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优化的现实路径

与策略 

作者提出，解决优化当代中国公共经济与民间

经济的现实路径主要在于：定位公共经济与民间经

济的发展空间、完善经济调整机制、规范产权关系、

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 
作者认为，定位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发展空

间即合理划分二者的界区是优化二者关系的前提和

基础。划分现阶段我国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界区应

考虑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分工规律、社会

转型的要求以及物品供给效率和公平原则等。可依

据公共经济、民间经济的目标、职能、产权、规模

等划分我国现阶段二者的界区。从外延角度，我国

现阶段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范围，可分为共性范

围和个性范围两个方面。共性的公共经济范围包括

维护人民生存、安全、发展、自由与享乐的公共经

济形式；个性的公共经济范围是为解决我国现阶段

主要矛盾，实现社会转型，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必须具有的公共经济形式。

共性的民间经济是指即维护人民生存、安全、发展、

自由与享乐的民间经济形式；个性的民间经济则主

要是以社会转型为目标的民间经济形式。以公共经

济与民间经济合理划分为切入点优化二者关系。 
作者特别强调，优化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关

系，要完善调整机制，建立完善、高效、科学的混

合经济体制，这就直接阐述了政府与市场在我国现

阶段的基本关系。 
针对我国公共经济和民间经济中的产权问题，

作者认为，优化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关系要规范

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我国公共经济的产

权问题表现为：政府责任缺位与越位并存；公共产

权供给主体上下层级、左右区域之间责权有待调整；

公共经济的产权监管和控制机制亟需加强；农村公

共物品供给主体责任大、权力小、财力弱，造成农

村公共物品总体供给不足。民间经济中的产权问题

表现为：民间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尚不能

得到充分、完全保障；生产私人物品的公有制经济

存在严重的产权不清晰问题；产权清晰与产权模糊

现象并存；民间经济中产权结构单一，一股独大现

象仍然严重。 
作者认为，优化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关系，

还要营建发展环境，寻求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互补、

共进的“生态位”。把公共经济、民间经济作为“生

态位”加以考察，优化二者关系，要善于拓展我国

经济的国际“生态位”空间，提高国际竞争力；要

创建规范、高效的制度环境；要营建有利于公共经

济、民间经济关系优化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自

然资源环境。 
综上所述，王彦林博士的著作《当代中国公共

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优化研究》，从公共经济、民间

经济的概念及关系的界定入手，考察了二者关系的

历史演进及其现存问题，设计了二者优化的理论框

架，并提出了优化路径和策略，对当代中国公共经

济、民间经济及其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为

我国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的丰富与发展做出了许多探索，其中多有原创性观

点。这对于公共经济、民间经济理论以及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都将是很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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