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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是有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活动。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干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宏观调控关系、市场规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经济法对经济关系调整是否顺畅。
是否达到对国民经济调整、干预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法对经济规律的认识。
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战时经济法、经济危机对策法和经济复兴法三个阶段。
现代经济法概念的开山鼻祖是普鲁东。
普鲁东认为，为了达到国家与社会的均衡，就必须进行国家的改造和社会的组织化，而构成新社会组
织的基础就是经济法。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经济法应当促进、保护、规制的社会关系。
国家与市场共同参与的现代市场经济关系是经济法主要调节的社会关系空间。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主要包括：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
本质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是一事物与他事物相区别的固有特征。
经济法的本质是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律相区别的固有属性。
经济法是国家适度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是调整社会公共经济关系的法律，是强调社会公平的法律。
经济法的地位是指在整个法的体系中，经济法所处的位置，即经济法在法的体系中是否有独立的地位
，以及经济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其原因在于：经济法有自己特殊的调整对象，即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在干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
的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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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经济法概述　　第一节　经济法的产生　　一、经济学与经济法学　　什么是经济？
经济是有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活动。
经济关系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基于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主体问的相互关系。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生产什么、为谁生产以及如何生产的问题。
解决以七问题所采取的组织方式是市场经济。
市场是一种买者和卖者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易并决定商品的价格和产量的机制。
尽管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它非常有效地解决了生产什么、为谁生产以及如何生产的问题。
经济学的核心是在资源稀缺性的前提下，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资源。
所以，稀缺、效率是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性的现实存在，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以便最有效地利用资源。
　　理想的市场经济是指所有物品和劳务都按照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
这样一种制度无需政府的干预，买卖者能够从社会上可供利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然而，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都会遭受不完备之苦，它导致了过度的污染、失业、贫富两极分化等病症
。
针对市场机制的缺陷，政府肩负起了提高效率、增进平等、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的任务。
政府所采取的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主要措施是通过经济法来实现的。
“与经济学效率和利益最大化的思维方式不同，法学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去协调人们的利害关系、消灭
冲突，创造一种对大家都有利的秩序，它表现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一致性，具体到经济生活中，就是支
付成本的义务和获取收益权的一致性。
”德国学者赫德曼在《经济学字典》中认为，经济法是经济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
努茨巴姆也认为，经济法就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规范的总体。
程信和在《发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问题探析》中指出：“经济法学研究经
济领域的法律现象及其规律，经济与法的关系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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