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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法中公共利益条款的
文本描述和解释

□　郑永流

　　内容提要　在现行中国法中，有宪法、５５部公法法律、８７件行政法规、９部司法解释规定

了公共利益；关于“公共利益”的用法及类似表述有近２０种；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主要有概括

规定、列举规定、示例规定等三种；界定公共利益表现出概括性实体化倾向；设置公共利益的目

的分为四种；要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需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应采用示例加排除的立

法模式对公共利益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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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流，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２２４９）

　　在现行中国法中，有宪法、５５部公法法律、８７
件行政法规、９部司法解释规定了公共利益；关于

“公共利益”的用法及类似表述有近２０种；公共利

益的表述方式主要有概括规定、列举规定、示例规

定等三种；界定公共利益表现出概括性实体化 倾

向；设置公共利益的目的分为四种；要形成对公共

利益的共识，需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应采用

示例加排除的立法模式对公共利益具体化。
公共利益是中国现行法律一个使用频繁而意

义重大的法律概念，也许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尤 为

强调公平的基本价值所致。本文要考察的是中国

现行公法 法 律 中 的 公 共 利 益 概 念 的 使 用 情 况，①

并要对为何频繁使用公共利益作出解释，当然 也

涉及如何完善公法法律中的公共利益条款。考察

公法的特殊意义在于，公法规制的是公权力及 与

其他主体的关系，公权力的行使者被假设成为 追

求公平的基本价值的利他主义者，其重要途径 为

促进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和行政效率 的 实 现。因

而，公法与公平、公共利益密不可分，公 法 也 可 称

“通过实现公共利益而达致公平之法”。

一、中国现行公法法律设定公共利益的概况

这里公法法律的范围为宪法、行政法、刑法，经
济法，②而从法律的四种表现形式上看，本文要考察

的对象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③

（一）宪法

中国现行宪法有两个条文明确使用了公共利

益的表述，一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

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十条）；二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

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并给予补偿（第十三条）。同时，宪法第二十 八 条

使用了“社 会 秩 序”、第 四 十 条 等 使 用 了“国 家 安

全”、第五十一条使用了“国家的、社会的、集 体 的

利益”、第五十四条使用了“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

益”等类似表述。④

中国宪法在文本中未对公共利益的含义作出

界定，但以“公共、国家、社会、集体" 等整体利益为

基本内容，且明确彰显出公共利益的意义，大体上

具有如下三种：公共利益是社会共同体的基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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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种利益的整合；突出了公共利益的工具 性

价值；强调了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功能，以
国家为实施公共利益的主体。

（二）法律

至２０１０年底，在２３６件现行法律中，有５５部

公法法律规定了公共利益。普通法律上的“公 共

利益”以宪法的规定为基础，受其价值的制约，如

《行政 许 可 法》、《土 地 管 理 法》、《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中均有公共利益优先

的原则，《对外贸易法》列举了国家可以限制或者

禁止 有 关 货 物、技 术 的 进 口 或 者 出 口 的１１种 情

形，其中理由之一就是“为维护公共利益”。
（三）行政法规

在６９０多件行政法规中，有８７部规定了公共

利益。行政法规中大量的又是行政法，行政法规范

的是行政权力，行政的公共性使得行政权力的行使

多与公共利益相联，从而公共利益成为衡量行政权

力运行合理与否和对个人权利 进 行 干 预 的 标 准。
公共利益在所有部门行政法如经济、军事、教育、公
安、民政、卫生、司法等行政法中都有规定。

（四）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对公共利益的立法解释仅有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４
日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人就《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答《人民日报》记

者问，这尚不是正式的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中有９部涉及行

政诉讼中的公共利益事宜。

二、公法文本中关于“公共利益”
的用法及类似表述

　　（一）近２０种用法及类似表述

公法文本中关于“公共利益”的用法及类似表

述有近２０种，各种用法在文本中的使用情况的初

步统计见下表。公共利益和这些类似表述所用的

关键 词" 国 家 利 益、全 局 利 益、整 体 利 益、群 众 利

益、人民利益、根本利益" ，尽管意思不 尽 相 同，可

以作概念比较研究，但一般的理解指向社会成 员

中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均主要体现公平 的

基本价值。如果将之置换为“什么不是公共利益”
之问题，则公共利益非国家利益本身，也不是某一

地区或团体的共同利益，更不是任何人和组织 的

经营性利益。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公共利益用法

及类似表述上存在较大的任意性。（见表１）
表１

公共利益 ３５部

公益 ３４部

社会公共利益 ２１部

公益性 １７部

国家利益 １３部

社会公益 ９部

社会公益性 ５部

国家，集体，个人利益 ３部

国家安全和利益 ３部

群众利益 ２部

国家整体利益 ２部

特别行政区的整体利益 ２部

国家和人民利益 １部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１部

全体村民利益 １部

国家安全利益 １部

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 １部

国家军事利益 １部

国家主权、安全、荣誉和利益 １部

　　（二）关于公共利益等的表述方式

对公共利益等的表述方 式 主 要 有 概 括 规 定、
列举规定、示例规定等三种，概括规定指在法律中

只写上公共利益，不标示内容，这又分程序性和实

体性规定；⑤ 列 举 规 定 则 列 有 实 体 性 内 容；⑥ 示 例

规定是先 列 出 若 干 实 体 性 内 容，以“等”为 结 尾。
各种表述方式示例如下：

１．概括规定

Ａ．程序性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七十一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行

使下列职权：（五）就公共利益问题进行辩论。

Ｂ．实体性：
例：《行政许可法》

　　第十 二 条　下 列 事 项 可 以 设 定 行 政 许

可：
（二）有限自 然 资 源 开 发 利 用、公 共 资 源

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

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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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

益的职业、行业，需 要 确 定 具 备 特 殊 信 誉、特

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

２．列举规定（实体性）
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八条　为了保障国 家 安 全、促 进 国 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 益 的 需 要，有 下 列

情形之一，确需征 收 房 屋 的，由 市、县 级 人 民

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３．示例规定（实体性）
例：《测绘法》

　　第十一条　基础测绘是公益性事业。
第三十一条　基础测绘成果和国家投资

完成的其他测绘成果，用于 国 家 机 关 决 策 和

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应当无偿提供。
前款规定之 外 的，依 法 实 行 有 偿 使 用 制

度；但是，政府及其 有 关 部 门 和 军 队 因 防 灾、
减灾、国防建设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无偿

使用。

三、“公共利益”实体性内容的范围

（一）明确标明范围的法律

在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中，仅 有 五 部 明 确 标

明了公共利益的实体性内容范围，它们是：

１．《土地管理法》

　　第五十四条　建设单 位 使 用 国 有 土 地，
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但是，下列

建设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
以以划拨方式取得：

（一）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
（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
（三）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

基础设施用地；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

２．《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二十四条重复了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

条的内容。

３．《测绘法》

　　第三十一条　基础测绘成果和国家投资

完成的其他测绘成果，用于 国 家 机 关 决 策 和

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应当无偿提供。
前款规定之 外 的，依 法 实 行 有 偿 使 用 制

度；但是，政府及 其 有 关 部 门 和 军 队 因 防 灾、
减灾、国防建设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无偿

使用。

４．公益事业捐赠法》

　　第三条　本法所称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

的下列事项：
（一）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

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
（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

共和福利事业。

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八条　为了保障 国 家 安 全、促 进 国 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 利 益 的 需 要，有 下 列

情形之一，确需 征 收 房 屋 的，由 市、县 级 人 民

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
（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

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三）由 政 府 组 织 实 施 的 科 技、教 育、文

化、卫生、体育、环 境 和 资 源 保 护、防 灾 减 灾、
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

需要；
（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的需要；
（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

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 础 设 施 落 后 等 地 段

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
（六）法律、行 政 法 规 规 定 的 其 他 公 共 利

益的需要。
（二）公共利益实体性内容的分类

这五部法律和行政法规通过列举和示例方式

所规定的实体性公共利益，通过用 地、征 收 房 屋、
测绘成果的使用和捐赠四种方式，可分为六类２０
余种直接用途：

１．国防和外交；

２．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３．科技、教育、文 化、卫 生、体 育、环 境 和 资 源

保护、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

４．防灾、减灾，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

人；

５５



郑永流：中国公法中公共利益条款的文本描述和解释

５．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 安 居 工 程 建 设、旧

城区改建；

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如实

施紧急状态。

四、公共利益设置的多重目的

上述法律设置公共利益的 目 的 是 不 一 致 的，
且显出多重性，它们可分为四种，其用 语 例 如 有：
“为维护公共利益，制定本法”；“国家为了公共利

益的需要，可以……”；“法官应当履行 下 列 义 务：
维护公共利益……”；“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 和

社会公共利益”；“对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
授予专利权”等等。

（一）立法宗旨

立法宗旨也即立法目的。“为 了 公 共 利 益 的

需要”或“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为了公共利益的

目的”这是许多法律将公共利益视为立法目的之

典型用语，《进出口 商 品 检 验 法》、《行 政 强 制 法》、
《行政许可 法》、《政 府 采 购 法》等 都 是 如 此。例：
《行政许可法》第一条：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

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 法 权 益，
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 关

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二）公权力行使的正当依据

文本中 典 型 的 用 语 是“根 据 公 共 利 益 的 需

要”。它与立法宗旨的不同在于，作为立法宗旨的

“公共利益”的效力范围更广，这里的“公共利益”
只是行使公权力的依据，它是指，如果不具备公共

利益这一要件，公权力的具体行使就不具有正 当

性。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把公共利益作 为

国家实行国有化、征收企业或收回土地使用权 的

依据。《法官法》第七条第三款和《检察官法》第八

条第四款规定，法官和检察官行使权力应当维 护

公共利益。
（三）行为的前提和合法性的标准

符不符合公共利益是能否作出某些行为的条

件，这样一来，公共利益便成为判断行为合法性的

重要标准，否则，行为无效。法律或从否定角度规

定，将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行为予以排除，如《专利

法》第五条规定，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

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或肯定符 合

公共利益的行为，如《专利法》第五十二条将公共

利益作为专利局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

专利的强制许可的目的。《刑法》第二十条 规 定：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 人 的 人 身、财

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 采 取

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 损 害

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的标准

相关条文一般被表述为“权利的行使，不得损

害（扰乱）公 共 利 益”，属 于 权 利 行 使 的 限 制 性 条

款。在宪法层面，有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例如言论

自由、结社 权 的 行 使，作 出 具 体 限 制 的 理 由 一 般

是：公共利益、公共道德、公 共 秩 序、公 共 卫 生、他

人权益、国 家 安 全 等 等，公 共 利 益 仅 仅 是 其 中 之

一。如《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 的 需

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 行 征

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普通法 中，也 以 公 共

利益作为限制一般权利的理由，例如《著作权法》
第四条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

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五、对设置众多公共利益条款的解释和评论

通过上面从用法到目的 的 多 方 描 述，尽 管 在

中国现行公法法律中找不到一个关于公共利益的

“描述性定义”，且公 共 利 益 是 一 个 含 义 随 时 空 而

变的概念，但人们大体能看出公共利益的轮廓，下
述解释和评论，也许会有助于进一步形成对 公 共

利益的共识。
（一）公共利益与公平、共和

公平是一种价值，共和是一种治理模式，中国

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民共和国，这
使得中国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尤为 紧 密。首 先，公

共利益关涉的是每个人的利益，在要求单个 人 或

少数人、单位或集团牺牲其自身利益以满足 公 众

利益需求时，就不免会发生权利冲 突。公 共 利 益

本身不是价值，但关系着公平的价值，因为公共利

益的实现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达致平

衡，公平也就实现了。这从公平的含义便可看出：
第一，公平是一个关系概念。它不是 就 单 个 人 而

言的，而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在一个社

会内部，是就其所有成员而言的。第二，公平具有

分配性质。如果在公平上发生问题，总 是 由 在 人

与人之间分配什么东西（如财富、权利、机会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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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公平 要 求 在 必 要 的 情 况 下 适 度 调 节 分 配。
第三，公平所涉及的内容是社会资源，其中主要是

社会角色及其权利和义务。第四，公平 是 一 种 价

值要求，要求分配公平、合理，其一般尺 度 就 是 使

相关人员得其应得，或者说大家各得其所，这是公

平的根本要求。
社会主义国家在本性上是要克服自由竞争带

来的社会不公，所以尤为强调公平的基本价值，这
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为何在法律中设置

众多公共利益条款的原因。目前在中 国，社 会 不

公的问题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风险，人们试图通 过

在收入、住房、医疗、教育、社会 保 障、发 展 起 点 和

机会上的公共行动来对不平等进行干预，满足 公

共利益，实现社会公正。
其次，中国又是一个人民共和国，而公共利益

与共和是联系在一起的。“共和”就其本意来 讲，
就在于把政治权力塑造成一种能为共同体中所有

人共享的、保障各阶层利益的公共架构，共和的目

的指向公共事务或公共利益。“共和国”就是一个

促进公共利益、共同财富和共同事业 的 国 家。古

典共和主义核心原则之一是公共优先。所谓“公

共优先”，是 指 国 家 的 治 理 是 所 有 公 民 的 共 同 事

业，行使公权力的公民要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

为少数当权者的利益服务；一般公民也应当将 公

共利益或公共善（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置于私利之上。
（二）公共利益条款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依 共 和 主 义，公 共 领 域 比 私 人 领 域 更 重 要。
设置公共利益条款的目的之一是对公民基本权利

进行限制，因而，中国在法律中设置了众多公共利

益条款。由 于 公 共 利 益 是 不 同 于 个 人 利 益 的 法

益，当这两种不同法益发生冲突与抵触的时候，在
某些情况下就表现为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对基本

权利加以限制。公共利益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就是

从外部对基本权利的限制，这就是所谓“外在限制

说”。与此相联的是“公益优位论”，中国宪法中第

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 依

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并给予补偿”，宪法第五十一条也相类似：“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 损

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从这一表述

来看，我们可以得出：（１）公共利益外在于个人利

益，（２）公共利益可以限制个人利益。

这当然是公共利益存在 的 理 由，但 也 要 警 惕

这样的理解：只要公权力“依法”而作为，公民基本

权利，如私有财产权在法律上被根本否定就 是 可

以的。“外在限制说”及“公益优先论”可能导致的

危险是：把公共利益条款作为国家权力限制 公 民

基本权利之利器。因此，在根本上，在重视公共利

益的正当性和相对优先性之时，要比较衡量 公 共

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得失，尤不可任意限制个 人 利

益，对限制个人利益也要加以限制，这就是限制之

限制，使两者在协调中发展。
（三）公共利益条款的抽象与具体化

公共利益条款容易抽象 而 难 以 具 体 化，但 不

可一概 而 论。法 律 中 设 置 公 共 利 益 的 目 的 有 多

个，对不同规范目的的公共利益，可予以不同程度

的具体的明确规定。但是在立法层次和立法模式

的选择上有所不同。这取决于立法机关对公共利

益的认知，对于法律规范目的的判断，以及现有的

立法条件是否成熟。
对于作为立法宗旨的公 共 利 益，法 律 文 本 的

表达结构可以抽象一些，因为立法宗旨只是 整 个

法律的纲领，其实现一般还需要依靠具体的 法 律

规范。与作为立法宗旨的公共利益 不 同，对 于 作

为公权力行使依据，行为的前提和合法性的标准，
尤其是对 公 民 基 本 权 利 的 限 制 的 标 准 的 公 共 利

益，应当使之具体化。不然，会导致公权力机关有

太多的自由裁量权，会导致对基本权利的过 度 限

制，甚至只剩下限制，而没有权利。之于前者，《行

政许可法》是一例，它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 许 可

受法律保护，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

以变更或撤回；同时又规定，依法应 予 撤 销 的，为

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又可以不予撤 销。这 就 给 了

行政机关极大的空间，要求行政机关在适用 法 律

的时候作出具体判断，从而使行政机关在公 共 利

益的确定上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如何具体化，首 先，是 在 宪 法 还 是 在 法 律、行

政法规层面上具体化？对公共利益条款的具体规

定主要不应由宪法来完成，这有可能造成一 些 基

本权利自开始就被限制。尽管中国宪法第三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

会秩序、损 害 公 民 身 体 健 康、妨 碍 国 家 制 度 的 活

动”，这是“公 共 利 益”一 定 程 度 的 具 体 化。⑦ 公 共

利益的具体化主要应由法律完成的，它是“法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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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事项，即必须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并颁

布的法律，否则缺少评价公共利益的形式条件，这
样的 安 排 还 易 于 接 受 司 法 机 关 的 审 查。因 此，

２０１１年的《国 有 土 地 上 房 屋 征 收 与 补 偿 条 例》虽

可被视作一个较好的具体化范例，但全国人大 对

“公共利益”没有作出规定，那么，作为行政机关的

国务院是否就有权作出规定呢？这是 可 质 疑 的，
因为《立法法》第八条第六款明确规定，对非国有

财产的 征 收 必 须 通 过 立 法。对 于 暂 时 尚 未 立 法

的，则须经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才能对其中的部

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而该条例未经全国人 大

授权。
其次，具体化采用的立法模 式 应 是 示 例 加 排

除的方式：示 例 规 定 是 先 列 出 若 干，以“等”为 结

尾，这是 一 种 较 为 可 取 的 表 述 方 式。２０１１年 的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可被视作一个

较好的范例。然后，再设立一个排除条款，明确排

除那些不属于“公共利益”范围的事项，如企业从

事商业性开发，政府兴建高尔夫球场等。再次，还
应尽可能明确侵害示例规定的具体公共利益的违

法行为构成要件。最后是通过宪法解 释、法 律 解

释，形成判例，尤其是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引发的

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之判例，不断细化公共利 益

的内容。
（四）公共利益条款的实体化与程序化

与具体化相连的另一个问 题 是，在 大 部 分 法

律中，公共利益条款表现出概括性实体化倾向，这
体现在前文所述的公共利益被具体地列举为六类

２０余种直接 用 途，但 作 为 法 律 概 念，即 使 公 共 利

益的规定是概括性的，语义含糊的，政府仍要予以

表２

与“公共利益”
有关的制度

有相关规

定的法律

文件数量

占所有法律

文件的

百分比（％）

听证制度 ２　 ２５
专家论证制度 ３　 ３７．５
其他 征 求 意 见 及 公

众参与程序制度
５　 ６２．５

信息公开制度 ６　 ７５
公共利益明示制度 ３　 ３７．５
规划监督制度 ７　 ８７．５

遵守和执行，这就需要通过行政程序来界定 公 共

利益在具体个案中的含义。然而，公 共 利 益 条 款

程序化方面的中央法律只是少许，如《澳门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但有的地方立法做得比较好，可资

为中央立法借鉴，如目前上海的８部城市规划法

律文件（包括３部地方性法规、４部地方政府规章

和１部规范性文件）对一些程序性制度作了较为

合理的规定，据有关资料梳理和归纳如上表 所 示

（见表２）。⑧

注释：
①在中国现行私法中也有一些公共利益条款，如民

法通则第３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
序”，第５５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５２条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物权法第７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
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
权益”。学界对此私法中的公法的设置存有争议。

②按一些人及本人的理解，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它
是政府管制的手段，政府管制是指在存在公共物品、外部
性、自然垄断、不完全竞争、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等的行
业中，为了纠正市场失灵的缺陷，由政府对这些行业中的
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进行的直接干预，从而达到保护社会
公众利益的目的。因此，经济法属于公法。

③详细目录见本文附录。
④《德国基本法》第１４条规定，剥夺所有权只有为公

共福利的目的才能被允许，而且该法律对损害赔偿的方
式和措施有所规定，该损害赔偿必须在对公共利益和当
事人的利益进行公平的衡量之后确定，对损害赔偿的高
低有争议时，可以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⑤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美国联邦宪法》第５
条修正案规定：“非依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
由或财产；非有合理补偿，不得征收私有财产供公共使用”。

⑥最典型的有日本、韩国、印度等，日本《土地收用法》
第３条用了列举的方法在３５个大项中列明１９种具有公
共利益性质的事业可以予以征收，包括公路、铁路、机场、
港口、石油管道、自来水管道、铁轨设施、消防设施、气象、
广播、教育和研究机构、博物馆和图书馆、社会福利事业、
医院、煤气、电力、电信、墓地、废弃物处理设施、公园、水利
设施、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或合作社的办公场所或建设
的公共设施和居住专用区、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或合作
进行的农地改造和综合开发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中央批
发市场和地方批发市场等。转引自陈新民著：《德国公法
学基础理论（下）》，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９７页。
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法”第２０８条规定：“因下列公共事
业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规定征收私有土地。但征收之范
围，以其事业所必需者为限：（一）国防设备；（二）交通事
业；（三）公用事业；（四）水利事业；（五）公共卫生；（六）政
府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他公共建筑；（七）教育学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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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八）国营事业；（九）其他由政府兴办以公共利
益为目的之事业。”陈聪富主编：《月旦小六法》，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２０７页。

⑦另如德国基本法第１１条第２款规定：迁徙自由在
下列情况下予以限制：无充裕的生活基础和给社会增加
特殊的负担；为保护青年不受遗弃；同流行性疾病作斗争

和防止犯罪活动。
⑧课题组：《行政规划理论与实践若干问题研究》，

《政府法制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总第２０６期）。见ｈｔ－
ｔｐ：／／ｗｗ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ｌａｗ．ｇｏｖ．ｃｎ／ｙｊ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ｇ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ｈａｒｖｅｓｔ／ｇｏｖｌａ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ｏｖｌａ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１０９５２．
ｈｔｍ。

附录

规定了公共利益等的中国现行公法法规目录

１．法律

立法法　民族区域自治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反分裂国家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　驻外外交人员法　引渡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刑法　行政诉讼法　行政许可法　行政强制法　行政监察法　政府采购法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土地管理法　建筑法　价格法　广告法　统计法　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税收征收管理法　循环经济促

进法　对外贸易法　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　民办教育促进法　国防教育法　科学技术进

步法　科学技术普及法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保守国家秘密法　档案法　护照法　测绘法　港口法　气象法　海域使用管理法　公益事业捐赠

法　突发事件应对法　传染病防治法　献血法　红十字会法　防震减灾法　农业法　畜牧法　防沙治

沙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海岛保护法　食品安全法

２．行政法规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信访条例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外

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　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　工伤保险条例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　价

格管理条例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海关事务担保条例　反补贴条例　反倾销条例　保障措施

条例　兽药管理条例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宗教事务条例　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　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审计法实施条例　专利法实施

细则　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药品管理法

实施条例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测绘成果管理条例　彩

票管理条例　抗旱条例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

收管理条例　防汛条例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　地质资料管理条例

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　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

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认证认可条例　出版管理条例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

条例　电影管理条例　出版管理条例　印刷业管理条例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电信条例　广

播电视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电信条例　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　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暂行

条例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商用密

码管理条例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　进出口关税条例　出境入境边

防检查条例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直销管理条例　电力监管条例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

例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注册建筑师条例　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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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农药管理条例　尘

肺病防治条例　物业管理条例

３．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人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答记者问（《人民日

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３日０２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处理群体性行政案件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

责任编辑　陈亚飞

（上接第２５页）体，进而理顺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

相互关系，“平等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各种团

体）之间 的 利 益 关 系 的 界 定，只 能 是 以 权 利 为 基

点，以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为逻辑基础筑构起 来

的社会关系才是和谐的有序的关系。”瑏瑧 革命时代

的政治是给群众利益，政治路线之下是理想主 义

的、集体化的群众，现实的政治路线则以保障权利

为基础，讲求理性主义和独立的公民个体。

结　语

总之，群众是中国 多 数 人 的 典 型 称 谓，群 众、
政党与政 治 之 间 的 关 系 构 成 中 国 政 治 的 核 心 逻

辑，群众与政党之间的群众路线是党建立、实现和

发展政治路线的前提和基础。群众路线是党的政

治路线，无论是群众路线抑或政治路线本身的 发

展都曾经面临相应的曲折和问题，但立足群众 路

线，从改革和创新政治路线出发，挖掘中国固有资

源，可以很好地满足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和民主 化

要求，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注释：
①［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第７页。
②《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

４４６页。
③对群众、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政治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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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俞伯灵

０６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１０，Ｏｃｔ．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５３）
Ｚｈｅｎｇ　Ｙｏｎｇｌｉｕ

（Ｃｈｉｎａ－Ｅ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ｗ，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５５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ｓ，８７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９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ｆｉｎｅ"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ｕｓ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ｔｏ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２０．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ｍａｉｎ－
ｌｙ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ｌｉｓ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ｒｕｌｅｓ．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ｂ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６１）
Ｄｏｎｇ　Ｘｉａｏｊｉｅ，Ｘｉａ　Ｌｉ＇ａｎ

（Ｇｕａｎｇｈｕａ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０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ｓ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ｎｅｗ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ｒｅｔｅｘｔｕａｌ　Ｔａｋｉｎｇ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ｓ （６７）
Ｌｉｕ　Ｙｕｚｉ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　３６１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ｕｓ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ｓ　ａ　ｐｒｅｔｅｘｔ，ｂｕ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ｐｕｒｓｕｅ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ｕｒ－

ｐｏｓｅ，ｔｈｅ　ｐｒｅｔｅｘｔｕａｌ　ｔａｋｉｎｇ　ｈａｐｐｅ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Ｋｅｌｏ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ｔｈｅ　ｐｒ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ａｍ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ｅｌｏ　ｇｏｅｓ　ｅｖｅ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ｗｈｉｃｈ
ｉｎｓｐｉｒ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ｖｉｖ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ｔａｋｉｎｇ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ｓ　ａ　ｍｉｒｒｏ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ｐｒｅｔｅｘ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ｔｅｘｔｕａｌ　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Ｋｅｌｏ　ｃａｓｅ；ｐｕｂｌ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７５）

Ｑｉｎ　Ｓｈａｎｇｒ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２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ｔ　ｔｒｕｓｔ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ｉｎｌａｎｄ，ｂｕｔ　ｇｉｖｅ　ｐｒａｉｓｅ　ｔｏ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Ｈｏｗ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ｂｅ　ａ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
ｓ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ｍ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ｂｉｒｄｓ　ｆｏ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Ｅｘｉｔ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ｔｏ　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ａ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ｓｔｌｙ，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ｂ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Ｔｈｉ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ａｎ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７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