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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的经济法制状况，可以用“突飞猛进”这几个字来形容。
仅从经济立法来看，在完善宏观调控方面，制定了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所得税法、价格法等法
律，这些法律巩固了国家在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改革成果，为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保证
国民经济健康运行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在确立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等法律，这些法律体现了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公开、效率的原则，有利于促进全国统一、开放的
市场体系的形成。
　　然而应该看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体系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我们还有许多东西不熟悉，不清楚，观念也跟不上。
尤其是面对未来逐步建立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我们的法制工作有不少方面明显滞后，执法、司法都
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十余年的经济法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各种学术观点和派别不断涌现。
但总体来说，经济法基本理论的研究还相当薄弱，部门法的研究更是分散而不成系统。
实践需要我们回答和解释众多的疑难困惑，需要我们投入精力进行艰苦的研究和知识理论的创新。
　　在政府不断介入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思考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政府介入的法理依据究
竟是什么？
介入的深度与广度有没有边界？
政府要不要以及是否有能力“主导市场”？
我们应如何运用法律制度驾驭市场经济？
　　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不能不认真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国有的资本究竟应当由谁具体
掌握和操作？
投资者是否应与监管者实行分离？
国有企业应当覆盖哪些领域和行业，应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合并和集中？
如何使国有企业既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又不影响市场的竞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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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经济法总论、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国有经济参与法律制度、对外经济
管制法律制度、市场运行监管法律制度六大专题，对经济法的稳定性和回应性、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
反思、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法调整、宏观调控的系统性风险、美国反托拉斯法律责任、证券市场税收法
制、证券市场短线操纵等经济法前沿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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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法益目标，经济法学界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但是，“
任何利益的伸张都需要代表者，每一个代表者身后都站着一个利益集团，任何法律的出台，都是社会
中不同利益集团彼此间冲突妥协的结果，是对利益分配方式和界定状态的认可，并是由国家强制力保
障实施的。
”①而对经济法而言，由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广泛性、整体性和动态性，使得何为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
代表者或者主要构成群体，怎样整合归纳具有经济法特色的、清晰明了的法益保护目标，目前似乎仍
然含糊不清。
诚然，在人类迈入社会化时代的今天，社会利益和社会观念已深入人心，但社会毕竟是一个既实在又
抽象的范畴，社会整体利益需要有自身的代表和形成机制。
另外，虽然经济法作为新兴法律学科，其研究本身就具有复杂性、时代性和回应性的特征，但相对于
民法对于个体利益的注重和行政法对于国家利益的保护等明显特征而言，如果经济法在其法益目标的
代表对象上始终缺乏一个清晰而稳定、具体而集中的群体定位，则不但会在学术上使得经济法学的学
科地位与特色受到影响，更会使得经济法在具体法律实施过程中产生负面效果，中国经济法学三十年
的艰辛发展历程以及广泛存在的经济法学研究常与经济法律实践相脱节的“两张皮”现象无不很好地
反映了这个问题。
　　（二）经济转轨时期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中国经济法研究的核心法益目标　　1.经济法视野
下的消费者与消费者保护　　消费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消费者则是市场经济主体中
的重要组成元素。
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能促进消费者利益时，才应加以注意。
②保护消费者权益问题的提出及其尖锐化，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们自给自足，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因而不存在专门保护消费
者权益的问题。
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导致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相分离，也开始出现在商品交换中消费者利益受损
害的现象。
但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时期，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经济地位并不十分悬殊，对消费者权益的
侵害，可按传统民法追究违约责任或一般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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