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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法概论》由候怀霞编著。
全面、系统、科学地阐述了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在理论上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概括性，
在应用上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在内容上则反映了经济法发展性和时代性等鲜明特色，达到理论、实
践和应用的统一。
此外，本教材在体例和结构上简洁、明了，每章都配有&ldquo;理论思考&rdquo;、&ldquo;案例分析示
范&rdquo;等补充内容，帮助学生提高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
 《经济法概论》适合法学、金融、会计等专业的本科生学习使用，也?合设置相关专业的大专类院校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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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经济关系。
所谓经济关系，是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物质利益关系。
由此不难看出，经济关系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作为经济法显然不可能将所有经济关系都纳入其调整
范围。
经济法只调整众多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即只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这部分经济关系
。
因此，我们说，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而非全部经济关系。
（2）正确理解“国家协调”的概念。
在现代汉语中，“协调”的含义有二：一是配合得当；二是使配合得当。
在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概念里取其第二个含义。
因此，国家协调，是指国家运用法律和非法律手段，使经济运行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推动国民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协调。
国家是协调的主体，经济运行是协调的客体。
协调的方式为法律手段和非法律手段。
其中，法律手段是主要的。
协调的最终目的是使经济运行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总之，国家协调，体现了国家行使经济管理的职能应该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力求避免主观随意性。
因为经济运行具有其特殊的规律，人们不能随意创造、改变和消灭规律，但也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人们可以发展、认识和利用规律。
所以，国家不能随意左右经济运行，而只能因势利导，力求把经济运行协调到符合客观规律的轨道上
来。
（3）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必要性。
经济运行之所以需要国家协调，其原因主要有：首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矛盾。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同样反作用于经
济基础。
所以，国家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协调。
这是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根源所在。
其次，市场自身的缺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然而，市场并不是万能的。
众所周知，市场调节往往具有自发性、滞后性及一定的盲目性，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
，如不正当竞争、垄断等，对此市场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为克服市场的不足或弥补其缺陷，国家必然伸出“有形之手”，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
（4）严格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经济法律关系。
如前所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律关系则是根据经济法的规定所发生的权
利义务关系。
把经济法律关系视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整个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经济关系，即通过物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二是思想关系或称思想意志关系。
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
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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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法概论》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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