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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是社会利益资源（或说权利）的分配书、分配合同。
它首先在国家公权力部门同全体民众之间作出利益或权利的分配，其次也在普通民众之间作出分配。
宪法是个总分配合同，各部门法则是各有关方面利益资源或权利分配的分合同。
经济法也是分配合同，但它主要是个“再分配”合同　　经济法是关于国家经济调节之法，通过规范
国家调节实现其再分配功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调节须以市场调节为基础。
规范市场调节之法主要是民商法。
民商法规范市场调节以实现在民众之间的利益和权利的分配--初次分配。
民商法所规范的初次分配保障着个体公平和形式公平，但难免产生总体或社会性不公平和实质性不公
平。
所以还需要经济法通过对国家调节的规范来达到总体或社会性公平和实质性公平。
因此，国家调节和经济法的分配，是对市场调节和民商法的（初次）分配的一种再分配（或说是一种
再调节、再调整或修正）。
经济法是一种再分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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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更有甚者，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也不适当。
比如，转移支付不规范、税率制定不科学、国家投资不合理、保护行政垄断等等，国民收入再分配没
有达到矫正初次分配失衡的目的，反而加剧了社会利益分配失衡的矛盾。
政府控制了过多的基础性资源且分配调节失灵，是导致区域差距过大、行业收入悬殊的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采用行政主导，统一控制土地，实行专营，形成了
政府高度集中独家经营土地资源的垄断格局。
以大量的行政拆迁和强行征地为背景的土地市场化带来的最明显不公就是失地农民利益被剥夺和房地
产开发商及政府收入的迅速膨胀，而高昂的土地价格则必然造成房价的攀高，导致低收入者买房困难
和房地产商高额利润的直接结果。
第二，政府在市场分割时将金融、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铁路、民航、烟草等行业留给自己垄断
经营，形成垄断格局，对这些行业，市场机制将无法通过竞争去优化其资源配置。
由于垄断行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不是在市场竞争中按价值规律形成的，而是他们利用手中所
掌握的行政权力和资源单方面制定价格。
国家垄断经营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差额利润，并没有上缴国家财政或转为国有资本金，而是直
接或变相地转化为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和福利，成就了垄断行业的高收入。
因此，民营企业与垄断行业的竞争在资源配置上就处于不公平状态。
第三，国家信贷政策和资金投入明显向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倾斜，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居民个人贷款
困难，资金短缺，竞争实力有限，直接约束了这些弱势主体的发展及收入的提高。
第四，财政税收政策没有较好地解决初次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相反，由于决策缺乏科学性，财政扶贫救助投入过少，社会保障机制欠缺，贫富两极分化，区域发展
不平衡，国家宏观调控不当，造成国家调节和市场竞争失灵。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尽可能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推进收入分配的
市场化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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