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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四篇。
第一篇：总论，从经济法的基础知识入手，介绍了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及基本概念。
第二篇：市场主体法，介绍了内资企业法、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及破产法的相关内容。
本篇从设立不同形式的企业及公司应具备条件及程序入手，同时也阐述了企业及公司的组织机构及破
产、清算等内容。
第三篇：市场运行法，全面介绍了合同法、证券法、工业产权法、票据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
正当竞争法。
本篇从实务入手，用大量简单、明了的案例帮助学生理解法律条文。
第四篇：宏观调控法，介绍了税法、会计法、金融法，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如何规范市场的经济秩序
。
此外，每章中都有相关案例来帮助学生巩固相关的知识点，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教材，也可作为企事业单位经济管理人员的参考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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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经济法基础知识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
解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诉讼时效的概念，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及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及延长，违
反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掌握经济法的概念扫调整对象，为以后各章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经济法概述　　一、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由经济基
础决定的。
经济法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且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那时法律是诸法合一的
，经济法被包括在其他法律中。
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和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是近现代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
　　（一）经济法的产生　　1.空想经济法概念　　经济法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
于1755年在《自然法典》提出，这是“经济法”最早的语源。
摩莱里主要针对当时社会产品分配上的弊端，提出运用“经济法”（也称分配法）来调整社会分配关
系。
他认为经济法是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社会恶习和祸害的基本的、神圣的法律。
另一空想社会主义者德萨米于1843年在《公有法典》中再次使用了“经济法”的概念。
他认为应该建立分配经济法，以便平均分配社会产品。
虽然他们的经济法概念包含了国家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的思想主张，但他们都没有从内涵和外延来界
定经济法的概念。
　　2.现代经济法概念　　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是德国的赫德曼于1916年在《经济学字典》里提出
的。
他认为经济法是经济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他将有关保护、监督卡特尔的法律称为经济法。
赫德曼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尚不具有严格的、科学的含义，但已经是对现实经济法律制度的概括，现
代意义上经济法概念基本形成。
　　赫德曼成立了第一个经济法研究所，德国成为经济法的母国，后来经济法的研究扩展到了美国、
法国、日本等国。
这阶段的学者把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经济法就是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法和宏观
调节法。
　　（二）经济法的发展　　1.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立法概况　　依据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在
特定历史阶段的特点及对立法的要求，以及经济立法在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内容的特征，
　　第一阶段：调整垄断与竞争关系，大致从1890～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垄断与竞争的矛盾是自由资本主义末期的主要经济矛盾，因而国家的经济立法也以调整这一矛盾为主
要内容。
现代意义的第一部经济法规是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
这部法案纯粹为禁止性规定。
德国为了强化垄断，加速垄断的进程，于1915年颁布了《设立强制卡特尔法》。
日本于1934年颁布了《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颁布了《禁止垄断法》。
各国对垄断和竞争进行立法规定，形成了以反垄断法为中心的经济法学。
　　第二阶段：规范经济主体及其活动方式，大致为1919～1933年。
这一阶段经济立法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规定企业性质及其法律地位的公司法，如1925年法国的《有限
公司法》、1929年英国的《新公司法》等；二是对经济法主体活动方式的规范。
传统的民法中的“契约自由”在垄断条件下遭到经济活动的整体排斥，合同的订立必须以不违反国家
和社会利益及经济秩序为前提。
　　第三阶段：对国民经济进行总体调节，大致从1933年至20世纪50年代末。
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了危机对策经济法的产生。
经济危机的发生，使资本主义各国不得不采取措施干预和启动经济的发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

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成功的危机对策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以集中颁布的70多个法令表现出来，主要是根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运用国家行政权
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管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总体调节国民经济的立法有了一定的计划性和系统性。
　　第四阶段：经济立法趋于国际化。
经济生活的国际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促进国际经济的立法普遍开展，调整国际贸易的公
约大量出现，各国的涉外经济立法也不断开展。
　　2.我国经济法立法概况　　我国最早提出经济法概念的是李先念同志。
他在1978年9月9日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提出要逐步制定和完善各种经济法律，包括人民公社法、工厂法
、合同法、森林法。
此后，我国学者对经济法概念的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大成果，经济法概念理论经过了3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1978～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之前。
影响较大的有“综合经济论”，认为经济法是以各种方法对各种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不
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另一影响较大的观点是“纵横统一论”，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和社会组织在经济活动中所
发生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第二阶段：从《民法通则》的颁布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
影响较大的观点有“经济管理协作论”，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
　　第三阶段：党的十四大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已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
过渡性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影响较大的观点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
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通过对经济法概念理论发展的分析，我们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民经济
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一）经济法的概念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
经济基础不同，其学者对经济法概念的界定也就不同。
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不承认市场经济，强调计划经济。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进行以及市场经济的建立，对经济法的认识趋于一致。
将资本主义经济立法分为4个阶段。
　　一般来说，经济法是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的各项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这一概念揭示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经济关系包括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各种经济主体在
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关系。
当然，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不同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经济关系是大不一样的。
因此，在爷个特定条件下的经济法的具体概念和对象必然是不同的。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是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管理关系以及和经济管理关系密切有关的经济
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经济法所调整的具体的社会关系。
经济法当然调整经济关系，但不是所有的经济关系都由经济法调整。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经济关系，它是国家在调控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①市场主体调控关系。
它是指国家在对市场主体活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以及市场主体　　在自身的运行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
例如，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就体现了市场主体调控关系。
　　②市场运行调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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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指国家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生产经芦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干预市场所
发生的经济关系。
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就体现了市场运行调控关系。
　　③宏观经济调控关系。
它是指国家从长远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在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因素实行全局性的管理过程中
与其他社会组织所发生的隶属性或指导性的社会关系。
例如，税法、会计法、环境保护法等就体现了宏观经济调控关系。
　　④社会保障调控关系。
它是指国家对社会成员在劳动、收入、福利等保障方面发生的社会关系。
例如，劳动法就体现了社会保障调控关系。
　　三、经济法的形式　　经济法的形式渊源与我国法的形式渊源具有一致性，有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协定以及国际惯例。
其形式渊源具有多样性，以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比重大的特点。
　　经济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相应地，经济法的形式也就构成了经济法律体系。
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①组建和确立市场主体（如企业、公司等）的经济法律法规，如企业法、公司法、破产法等。
　　②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的经济法律法规，如有关各类市场的立法，规制竞争关系的反不正当竞争
法等。
　　③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法律法规，如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法、金融法等。
　　④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法律法规，如劳动法、保险法等。
　　第二节　经济法律关系　　一、经济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一）经济法律关系的概念　　
经济法律关系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在参加经济管理中和经营协调活动中发生的经
济关系，由相应的经济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确认和调整后形成韵，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存在和运行
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关系。
其含义是：　　①经济法律关系是一种经济职权和经济职责，以及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关系；　　②
经济法律关系是依经济法律规范在有关经济法主体之间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③经济法律关系
是国家依法干预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经济法律关系的特征　　经济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相比，同样具有国家意志，其鲜明
特征是国家干预性。
其具体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组织，包括国家机关、社会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内部组织。
　　②经济法律关系体现了国家意志，但这种意志是与企业等社会组织意志相互制约、彼此协调而形
成的法律关系。
　　③经济法律关系是组织管理要素和财产要素相统一的法律关系。
　　④经济法律关系是受经济法确认与保障实现的社会关系，一般采取较严格的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
。
　　二、经济法律关系的要素　　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是由主体、内容和客体3个要素构成的，经济
法律关系也不例外。
　　这三要素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就不能构成经济法律关系；变更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原来的经济法律关系就
不再存在。
　　（一）经济法律关系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是指享有经济权利，承担经济义务的当事人。
在同一个经济法律关系中，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
其中，享有权利的一方称为权利主体，承担义务的一方称为义务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按其法律地位、职能和活动范围可以分为以几种。
　　1.国家机构　　国家机构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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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机关中的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在纵向经济管理中以不平等主体资格出现，在横向经济关系中
以平等主体资格出现，但都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
其主体资格由宪法和经济法加以确定，具备一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经济管理机关大体分为综合经济管理机关、部门经济管理机关和单项经济管理机关。
　　（1）综合经济管理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全局进行宏观控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是国务院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综合部门，是一个高层次的宏观管
理机构。
其综合经济管理职能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平衡、协调服务。
包括：研究提出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和重大的经济技术政策；从经济总量和结构上做好计划综
合平衡与宏观调节和控制；为经济决策和经济运行提供服务和必要的协调。
　　（2）部门经济管理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对国民经济的具体部门进行调控、管理、检查指导和服务
，如国务院所辖的商务部、国土资源部等。
要按照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的方向搞好这些部门的改革。
一般说来，这些部门不直接管理企业、财力和物资，而是加强宏观管理和统筹规划，推进内部联合，
发挥部门优势，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3）单项性经济管理机关其主要任务是从某个具体方面进行调控和管理。
例如，国家土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税务局、国家物价局、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局等从各自主管的方面
来对相应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控和管理。
　　社会组织是指经法定程序设立，实行独立核算或预算，拥有独立的财产权或经营管理权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
社会组织包括经济组织和非经济组织。
经济组织，如公司、工商企业等；非经济组织，如各类学校、医院等。
社会组织是最广泛、最普遍的经济法。
　　3.经济组织的内部机构　　经济组织的内部机构是指经济组织内部的，除具有法人地位的分支机
构以外的职能机构、分支机构，通常是指企业的职能科室、车间、班组等。
一般说来，它们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但在企业内部经济关系调整中，如实行承包制，它们是经济法
主体。
　　4.公民　　这里是指依法从事经济活动的公民，而不是婚姻或继承法意义上的公民。
包括各类个体劳动者，如个体零售商、个体公共服务事业者、从事交通运输的个体专业户、从事农业
商品生产的个体专业户等。
经济法对个体劳动者的资格、经营范围及其权利、义务等都做了较为宽松的规定。
个体工商业户可以起字号、刻图章，在银行开立账户，国家依法给予保护。
　　5.国家　　国家是特殊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
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可作为经济法主体出现，如以政府名义对外签订贸易、投资协议，以国家名义发
行债券等。
　　【案例1-1】　　某厂实行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
工程师张某中标承包了第二车间，与厂方订立了承包合同。
合同规定了第二车间全年应当完成的各项指标，同时也规定了厂部必须保证按时、按质、按量供应第
二车间全年的计划内原材料。
　　问：上述行为能否形成经济法律关系？
为什么？
　　【案例分析】　　双方的行为形成经济法律关系，厂方与工程师张某所代表的第二车间订立的承
包合同为有效的经济合同。
在本案中，工程师张某不是以个人公民的身份，而其代表的第二车间应该是非独立核算单位，不具备
法人资格，不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但是，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内部组织可以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能够成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内部组织主要是指企业、公司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内部相对独立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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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主要是企业等经济组织在实行各种经济责任制（如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的过程中出现的那些
具有相对独立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内部组织。
　　在本案中，工程师张某所代表的第二车间就是属于这种内部组织，有资格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
体。
他与厂方所订立的承包合同内容清楚，是有效的经济合同。
　　（二）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　　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在经济法律
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1.经济权利　　经济权利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具有的为或不为一
定行为和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资格。
其含义是：①享有经济权利的当事人，具有在法定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愿望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
的可能性，如依法对自己的财产进行支配，抵制摊派等；②依经济法律、法规、合同的规定，经济权
利主体要求负有经济义务的当事人　　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便实现自己的经济权利；③依
经济法律、法规规定，当经济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时，经济权利主体有权要求国家机关强制其履行，
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实现。
经济权利主要有所有权、经营权和经济职权等。
　　2.经济义务　　经济义务是指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依法必须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责任。
其含义是：①经济义务主体必须依据经济法律、法规或合同的规定，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实现经济
权利主体的目的或利益；②经济义务主体如不履行或不全部履行其义务，将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
与经济权利相对应，经济义务主要有正确行使所有权的义务、经营责任、经济职责等。
　　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是辩证统一的。
因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是相互的，每一方当事人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
一方的权利也是另一方的义务，一方的义务也是另一方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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