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经济法>>

13位ISBN编号：9787122035059

10位ISBN编号：7122035050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何国华，游文丽　主编

页数：30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

前言

　　经济法课程是诸多非法律专业普及法律基础知识的重点课程。
由于课程开设的普遍性，该课程教材的种类之多超过了法学学科的其他任何课程。
这样，编写新教材遇到的挑战就十分巨大。
迎接挑战既需要对市场同类教材有较全面的了解，又需要对教材的使用情况有真实的掌握。
　　目前，有关院校在使用既有教材时，总会遇到一个矛盾，即作为课程体系的知识和教学内容的冲
突。
反映在具体工作和学习中就是，教材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无时间讲授，造成了教材内容在教学环节的闲
置，而涉及研究生或其他社会考试时，往往又有专门的教材，这使上课时未讲授的教材中的内容因进
一步闲置而“荒废”。
　　本书针对上述问题，力求以综合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知识内容在讲授上的效用性、其他类型考试
的参考价值等方面，寻求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
　　这样，本书的特点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结构简明。
总体上全书分为三篇：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
这个结构本身就可以揭示经济法的概念和制度体系。
由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个源头出发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制度内容。
　　其次，理论和制度搭配得当。
经济法基础理论建立在制度抽象的基础上，并服务于制度。
理论内容涉及得不够全面、对制度的覆盖度不够，则会造成理论和制度“两张皮”。
单一化地从理论出发阐述理论则会变成不适于本科教学的理论研究项目——经济法理论研究。
本书选取了经济法理论中的重要部分，以突出经济法的特点，并加强了制度之间的联系。
　　再次，制度内容繁简适度。
现代社会由于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经济法制度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具体部门法，只是有些是经济
法特色浓厚，而有些是其他法域的特色浓厚。
本书制度选择的标准是，具有经济法特色的制度、按课时可以大致铺开的制度范围。
另外，对于各被选取的制度，有的尚未落实到（或部分落实到）立法上的，只作简要的解读。
　　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从事教学的“一线”工作者，内容大都是多年研究成果和
教学经验的总结，上述特点的铸就和内容的展开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参与本书编写的作者有：刘继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何国华，北京化工大学文法
学院副教授；游文丽，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李素贞，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张长
利，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钟发霞，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袁泉，北京化工大学北方
学院法律系讲师。
　　本书难免存在一定的缺点和不足，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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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经济法的基础理论入手，阐明了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并由此勾勒出经济法学科的框架体系。
从总体上分为三篇：第一篇是基础理论，构筑了全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维度，通过阐释经济法学科与
相邻学科相区别的范畴、定义、原则、价值和理念、调整对象、经济法律责任以及经济法的实施，以
体现经济法的独到见解；第二篇是市场监管法，从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主体特有的行为入手，界定了
这些行为的属性，并提出规制措施；第三篇是宏观调控法，系统阐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市场
所运用的各种法律手段，表明了经济法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的独特之处。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经济法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相关人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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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一节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形式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一种
约束性规则，产生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滥用。
由于它是一种新型的法律，在正式登上被传统法学所装点的法律殿堂时曾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麻烦，
其原因正如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曾精辟地指出的：“在杰出和统一的（立法）建筑上，人们会对进行
妨害其风格的改造犹豫不决。
”这直接影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存在形式。
囿于习惯，一些被固化的“另类”形式已经不能改变，进而产生了多种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的表达。
　　第一，独立于民法的新的法律部门。
19世纪70～90年代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垄断开始产生的时期。
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后，“营业自由”的经济政策活跃了市场经济。
开始的垄断组织极其不稳定，常常大面积分崩瓦解。
这时的“垄断组织对自由经济的影响不大，自由竞争发展达到了极限点”，不正当竞争行为愈演愈烈
。
部分地区借用拿破仑民法典来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但从属于民法的竞争规则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最早适用于德国全境的用以调整个别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是1894年公布的《商标法》，该法有两条涉及
不正当竞争。
第14条规定：在商业和交易中，以欺诈为目的，在相关之交易范围内，未经他人之许可，在商品或商
品之包装，或在商用信笺、建议、预告、发票上等使用与他人之同类商品之装帧、装潢或装饰者；或
出于同一目的，使上述标记的商品进入交易或加以出售者，须向受害人赔偿损害，并处罚款或监禁。
第15条规定：以不正确标识商品来源之方式，以引人对商品性质发生误认为目的，在商品或商品之包
装或在商用信笺、建议、预告、发票上等使用某国之国徽，或某地区、某乡镇或其他公共团体之名称
或徽记，或出于同一目的，使上述标记的商品进入交易或加以出售的，处以罚金或监禁。
这些规定虽然依附于商标法之中，但是，其内容已经超出了商标的范畴，在规范的宗旨上也触及了竞
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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