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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创新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
在法学教育领域，创新表现在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等方面，也突出地表现在教材的与时俱进和多样化方面。
由国内部分著名高校的法学教授编写、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新世纪法学创新教材”就充分体现了
法学教材建设方面的创新性和多样化。
在这套创新教材陆续出版发行之际，回思和感想悠然而生。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一个学科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主要载体。
教材的水平和模式取决于本学科的学科体系及其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
法学教材也是这样。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只有五所大学设有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
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和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
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
那时候，我们的法学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尚j未形成，因而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和教
材体系，我们照搬苏联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所用的教材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教科书，或者根据
苏联专家的讲义和讲课记录整理而成的讲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立法体制和司法体制的确立、宪法和一大批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法学教
育的发展，我国大学法律系和政法学院着手编写反映我国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的教材。
然而，这项工作刚刚起步，就遭遇法学教育的“冷冬”。
从1957年开始，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左”的思潮兴起，法学教育急剧萎缩和衰败，部分法学院
系被撤销，一批法学教师被迫改行，不少法学教师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法学教材建设除
个别高校院系的个别专业外，也随之停顿。
到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大学法律系和政法学院停办或撤消，全国仅有北京大学法
律系和吉林大学法律系幸存。
尽管自1973年起这两所法律系开始招收“学员”，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没有正式的课程体系，也就不
可能有规范的教材体系，零零碎碎的“教材”不过是宣传国家理论、国家刑事政策和民事政策而已。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催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兴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民主政治必然是法治政治，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产生了对法律制度和法律
人才的迫切需要，也极大地解放和推动了法学教育，并由此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
一个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规格的法学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截止2007年底，设立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615所，在校的法律专业本科生29万多人，在校的法
学博士研究生、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近5万人。
法学教育的恢复和重建迫切需要编写教材。
30世纪80年代初期由司法部组织、国内一大批法学教师积极参与，编写了司法部统编教材。
这套教材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整整十年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后来，部分法学院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特点和实际需要，陆续编写教材。
在各种各样教材支撑法学教育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内容雷同的教材，严重
影响了法学教育的质量。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如火如荼的年代。
在高等教育大改革的环境下，从1997年开始，在教育部的领导下，由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牵头，组织全国高校法学院校开展了转变法学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的大讨论，在此基础上对法学教育
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最重要的改革有三项：第一，根据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重应用的基本思路，把法学、经济法、
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刑事司法、劳动法等本科专业整合为法学一个专业，同时也可在本科三、四年
级开设若干专业方向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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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分为经济法总论、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三篇，共计十五章，系统地阐述了经济法的基
本原理，以及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相关内容。
本教材在吸收国内外经济法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安排了章前提示、原理导引、背景资料、案例
研究、思考与分析、参考文献等内容，为经济法教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支持，以期开拓学生的思
路，增进学习的效果，提高学生运用经济法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经济学、金融学等专业学生的经济法学习，同时也可为经济法研
究者、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及从事经济、法律工作的社会人士参考之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

作者简介

张守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法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中国法学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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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工程”；2002年获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研究类），并获司法部法学教材和法学科研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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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强调普适性的重要价值  经济法的适用，不仅关系到国家利益，而且也关系到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关系到国民的财产权、市场主体的竞争权等基本权利，从而会在总体上影响经济和社会运行，
以及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的保障等问题，故经济法的立法必须谨慎从事，力求周全，而不能随意和轻
率。
为此，在经济法领域，许多国家都在实质上坚持各类“法定原则”，并在具体的立法领域实行“法律
保留”和“议会保留”原则，以力求确保基本的经济法规范的安定性、妥当性和可预测性，确保国民
的信赖利益和基本人权，同时，也确保基本的法制统一。
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制统一至为重要，因为它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到现代市场
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当某个国家是一个政治上、社会上，尤其是经济上的整体时，它必定要求最低限度的
法制统一。
在一个法制支离破碎的国家，不可能形成现代经济。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法制统一的要求来看，对于财政、税收、金融等重大事项，不仅在立法上要保持其统一性，或者说
要保持立法权力行使的“一元化”，而且，在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的情况下，法制的统一本
身就包含着执法的统一。
而执法的统一，不仅包含有权适用法律的主体的统一，而且更是指对法定范围内的主体在适用法律方
面的统一。
这些对法制统一性的要求，与前述对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和确定性的要求是一致的，因而与普适性的要
求也是一致的。
强调经济法的普适性，就是强调对具备法律规范所假定条件的各类主体，原则上都应一体适用，一视
同仁，而不应厚此薄彼，或分亲疏远近。
为此，在经济法适用上就既要考虑形式公平，又要考虑实质公平，既要关注横向公平，又要关注纵向
公平。
例如，在税法领域，按照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要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①，就必须真正做到普遍
征税和平等征税，以真正实现“量能课税”，这与经济法普适性的内在价值是一致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法或税法的普适性，不仅是前述的法定原则和法制统一原则的要求，而且也是
一般的公平原则或调制适度原则的要求。
从上述各类原则的要求来看，强调经济法整体上的普适性是非常必要的，它有助于在“总体上”解决
主体利益的均衡保护问题。
但是，由于立法、执法、法律意识等多方面的局限，从经济法适用的现实来看，无论是时空维度还是
主体维度，同理想的普适性的要求都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因此，应当对影响经济法普适性的各类因素进行客观分析，以不断提高经济法领域的法治水平。
此外，从制度构成来看，经济法规范包括“核心规范”与“边缘规范”，前者是相对稳定、不宜频繁
变动的部分，因而适用范围较广、确定性较强，从而具有突出的普适性；而后者则具有易变性，也是
国家据以进行宏观调控，或市场规制的部分，它有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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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济法是法学学科中发展最快的学科之_，经济法教材亦层出不穷。
应科学出版社的邀请，我们参加了“新世纪法学创新教材大系”中的《经济法》一书的写作，具体分
工如下：张守文(北京大学)负责第一篇各章，第二篇的第7、8章，第三篇的第14章的原理导引部分；
徐孟洲(中国人民大学)负责第二篇的第6、9、10章；肖江平(北京大学)负责第三篇的第11至13、15章，
以及第14章原理导引以外的部分。
科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徐蕊、李俊峰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深表感谢。
本书可能存在诸多不足，诚望读者方家多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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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法》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经济学、金融学等专业学生的经济法学习，同时也可为经济法
研究者、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及从事经济、法律工作的社会人士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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