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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简称JM教育）于1995年4月批准设立，1996年试点招生，标志着我国应
用类同层次法律人才教育制度的诞生。
为了正确引导JM的教育的健康发展，规范J贩教学要求，保证JM的培养规格，提高JM的培养质量，全
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根据《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性培养方案》，组织国
内法律院校、科研机构、政法部门和蕻阴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和教授统一编写了一套“全国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教学用书”，作为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对JM教育进行教学评估玫教学工作检
查的根据，以及开展师资培训、教学交流的重要依据。
    《经济法》是“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教学用书”中的一种。
    本书根据JM教学特点，采用专题式编排体例。
将经济学科的基本问题，尤其是核心问题，分为若干专题，每个专题都涵盖了与此相关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注重方法的传授和能力的训练；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反映新的司法实
践和学科前沿问题，及时充实新的科研成果、新的法律规范、新的司法解释、新的学术动态和发展方
向。
    本书由著名法学家李昌麒、刘瑞复、王卫国、顾功耘四位教授任正副主编，十四位国内知名学者、
教授执笔撰稿，确保了本书成为一部在形式上具有独创性，在内容上具有科学性、前沿性和适用性的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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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昌麒，男，汉族，1936年2月出生，重庆潼南慧光人。
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校教师职称评审
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科点学术带头人，重庆市首批人文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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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正确揭示现代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二、运用多学科知识从多维度揭示经济法的本质
属性三、重视经济法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有机结合四、充分认识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互动机制
五、关于本书结构和内容的几点说明第一编 经济法总论第一章 经济法的兴起　第一节 经济法兴起的
历史轨迹　　一、经济法兴起的不同观点　　二、本书对经济法起源的认识　第二节 经济法产生的客
观基础　　一、市场失灵　　二、政府失灵　　三、经济法对市场失灵的克服　　四、经济法对政府
失灵的克服　第三节 经济法发展前景展望　　一、经济全球化对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二、知
识经济对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影响第二章 经济法的一般概念　第一节 经济法的定义构成　　一、国
民经济运行要素　　二、经济关系要素　　三、经济法律规范要素　第二节 经济法的基本含义　　一
、经济法是调整国民经济运行的法　　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依赖关系的法　　三、经济法是经济法
律制度体系的法　第三节 经济法的特殊本质　　一、对经济活动关系复合调整的属性　　二、对经济
组织关系复合调整的属性　第四节 经济法的调整范围　　一、调整领域的限定　　二、具体调整范围
第三章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经济法基本原则概述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含义　　二、研
究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不同表述　第二节 本书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
　　一、社会本位原则　　二、资源优化配置原则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　　四、经济民主原则　
　五、经济公平原则　　六、经济效益原则第四章 经济法主体　第一节 经济法主体的理论研究概况
　　一、经济法主体研究的起步　　二、经济法主体研究的发展　　三、经济法主体研究的深入　第
二节 经济法主体的界定　　一、经济法主体的定义和特征　　二、经济法主体的体系建构　第三节 
经济法主体资格的取得　　一、法定取得　　二、授权取得一　　三、因参与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
而取得　第四节 经济法主体的权限　　一、经济法主体的权限概述　　二、经济职权与经济职责　　
三、经济自治权限　　四、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　第五节 经济法主体的司法实务问题　　一、经济法
主体多样性和具体性的司法要求　　二、经济法主体及其权限之间的冲突与司法平衡　　三、经济法
主体责任的理解和适用　　四、行政机关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损害不特定多数人权益的司法救济第五
章 经济法的实施　第一节 经济法的实施概述　　一、经济法实施的概念和意义　　二、经济法实施
的基本原则　　三、我国经济法实施的现状　第二节 经济法责任　　一、经济法责任的表述方式和定
义　　二、经济法责任独立性问题的争论　　三、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　　四、经济法责任的特点
　　五、经济法责任的承担方式　　六、经济法制裁　第三节 经济公益诉讼　　一、经济公益诉讼的
内涵及特点　　二、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　　三、经济公益诉讼的理念及制度创新　　四、经济公益
诉讼制度及程序设想　第四节 经济法实施的监督　　一、经济法实施监督的目标　　二、经济法实施
监督的要素　　三、经济法实施监督的主要形式　　四、经济法实施监督体系的完善第二编 宏观调控
法律制度第六章 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宏观调控法概述　　一、宏观调控、宏观调
控政策与宏观调控法　　二、宏观调控法的理论研究和立法现状　　三、国外宏观调控法的理论与实
践　第二节 宏观调控的若干基本问题　　一、宏观调控政策与宏观调控的法治化研究　　二、宏观调
控法的调整对象　　三、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四、宏观调控法律关系　第三节 宏观调控法律体
系　　一、宏观调控法律体系构成的不同观点　　二、划分宏观调控法律体系的不同标准　　三、创
立和完善我国宏观调控法律体系的构想第七章 产业调节法　第一节 产业调节法概述　　一、产业政
策与产业调节法　　二、我国法学界有关产业调节法的研究现状　　三、国外产业调节法的理论与立
法实践　　四、我国产业调节法的立法现状　第二节 产业调节法的主要制度　　一、产业结构法律制
度　　二、产业组织法律制度　　三、产业技术法律制度　　四、产业布局法律制度　第三节 产业调
节法的展望　　一、产业调节的法治化探讨　　二、当前我国产业调节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建
立和完善我国产业调节法体系的构想第八章 财政法　第一节 财政法概述　　一、财政学与财政法学
的分野与融合　　二、财政法的基本职能　　三、财政法的基本原则　　四、财政法的体系　第二节 
财政法发展前沿和财政法司法实践现状　　一、中国财政法学的建立与发展　　二、财政法学的前沿
问题　　三、财政司法的现状　第三节 财政法研究成果述评　　一、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二、财
政法制度研究　第四节 财政法学发展的方向与趋势　　一、重视财政法理论研究　　二、拓展财政法
研究领域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四、加强财政法理论研究第九章 税法　第一节 税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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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税收的概念与税法的体系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概念与要素　　　三、税法的基本原则　
　四、税收之债的概念、特征与运行　第二节 税收法律制度概述　　一、增值税法　　二、消费税法
　　三、营业税法　　四、企业所得税法　　五、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六、个人所
得税法　　七、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三节 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与现状述评税法学基本概念研究述
评　　二、税收法律关系研究述评　　三、税法基本原则研究述评　第四节 我国税法的完善与税法学
发展展望　　一、税收基本法的立法　　二、税收实体法的修改与完善　　三、税收程序法的修改与
完善　　四、我国税法学发展展望第十章 金融调控法　第一节 金融调控法概述　　一、金融调控与
金融调控法　　二、金融调控法的经济理论基础　　三、我国金融调控的实践与金融调控立法　第二
节 金融调控法基本制度一　　一、金融调控的机构　　二、金融调控的目标　　三、金融调控的工具
　　四、货币的发行与管理　　五、汇率调控　　六、政策性银行制瘦　第三节 金融调控法理论与实
务若干问题的探讨　　一、中央银行的调控与监管职能分离问题　　二、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三、关于货币工具的运用　　四、国有商业银行主导作用问题第三编 市场规制的法律制度第十一章
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一般原理　第一节 市场规制法概述　　一、市场规制法的对象　　二、市场规制法
的目标　　三、市场规制法的体系　第二节 市场规制法的理论基础　　一、市场规制法的经济学基础
　　二、市场规制法的法学基础　第三节 市场规制法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市场规制法与民商
法的关系　　二、市场规制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三、市场规制法的政策问题　　四、市场规制法的
技术问题第十二章 反垄断法　第一节 反垄断法概述　　一、反垄断法的一般理论　　二、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反垄断立法实践　第二节 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研究　　一、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　　
二、禁止联合限制竞争制度　　三、控制企业结合制度　　四、禁止行政性垄断制度　　五、反垄断
执法机构与制裁措施　第三节 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一、我国目前关于反垄断立法的
不同观点及其评论　　二、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现状　　三、加强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构想第十三章 反不
正当竞争法一　第一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概述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概念　　二、不正当竞争的范
围　第二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名商品的保护　　一、知名商品的认定　　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
有名称、包装、装潢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的规制　　一、商业贿赂的性质
与构成　　二、商业贿赂的法律责任　第四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一、商业秘密的
界定　　二、侵犯商业秘密的表现形式　　三、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　第五节 反不正当竞争立法
和司法展望　　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立法的完善　　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
其对策第十四章 消费者保护法　第一节 消费者保护法概述　　一、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基础)　　二
、消费者保护立法概况　第二节 消费者的权利与经营者的义务　　一、消费者的权利　　二、经营者
的义务　第三节 消费者保护体系　　一、国家行政机关对消费者的保护　　二、国家司法机关对消费
者的保护　　三、消费者组织对消费者的保护　　四、社会对消费者的保护　　五、消费者意识的培
育与消费者保护　第四节 消费争议及其解决　　一、消费争议的解决途径　　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
法律责任　第五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关于消费者的界定　　二、
关于惩罚性赔偿　　三、知假买假和疑假买假适用法律的讨论　　四、医患纠纷适用法律的讨论　　
五、商品房买卖纠纷适用法律的讨论　　六、经营者“假一赔十”许诺效力的讨论第十五章 产品质量
法　第一节 产品质量法概述　　一、产品、产品质量与产品质量法　　二、产品质量法的理论基础　
　二、我国的产品质量立法　第二节 我国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一、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二、
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　　三、产品质量责任　第三节 产品质量法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探讨
　　一、产品质量法的归属　　二、产品质量法的调整范围　　三、关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讨论第
十六章 价格法　第一节 价格法概述　　一、价格与价格法　　二、价格法的理论基础　　三、我国
的价格改革与价格立法　第二节 我国价格法的主要内容　　一、价格管理体制　　二、价格形式的法
律规定　　三、经营者价格权利与义务　　四、价格的监督检查　第三节 价格法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
探讨　　一、政府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　　二、价格总水平的控制　　三、政府对价格的特殊干预制
度　　四、价格决策听证制度第四编 经济监管法律制度第十七章 经济监管法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经
济监管法概述　　一、经济监管与经济监管法　　二、经济监管法的原则　　三、经济监管法的体系
　第二节 经济监管法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监管法的经济学基础　　二、经济监管法的法学理论基
础一　第三节 经济监管法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经济监管法的属性　　二、经济监管法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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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法的关系　　三、经济监管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四、完善经济监管法的思考第十八章 会计、审
计法律制度　第一节 会计制度改革的理论与立法实践　　一、会计基本理论　　二、会计立法状况　
　三、会计基本法律制度　　四、会计制度的完善　第二节 审计制度改革的理论与立法实践　　一、
审计基本理论　　二、审计立法状况　　三、审计基本法律制度　　四、审计制度的完善第十九章 金
融监管法　第一节 金融监管法概述　　一、金融监管与金融监管法　　二、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的金融监管法体系　第二节 金融监管基本法律制度　　一、商业银行监管法律制度　　二、
证券和投资基金监管法律制度　　三、保险监管法律制度　　四、期货监管法律制度　　五、金融信
托监管法律制度　第三节 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完
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第二十章 海关法与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第一节 海关法和进出口
商品检验法概述　　一、对外贸易管制措施与海关法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二、海关法与进出口商
品检验法立法概况　第二节 进出口货物海关监管法律制度　　一、海关体制与海关职权的一般规定　
　二、进出口货物的监管　　三、关税制度　第三节 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律制度　　一、商检机构及其
职权的一般规定　　二、进出口商品检验与出证索赔　　三、进出口商品的质量认证与商品鉴定　第
四节 海关法与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中存在问题的探讨　　一、加入WT对我国海关法和进出口商品
检验法的影响　　二、进出口货物监管与知识产权保护-．　　三、走私屡禁不止的制度原因及其对策
第五编 经济法相关法律制度第二十一章 环境法　第一节 环境法概述　　一、环境、环境问题与环境
法　　二、环境法的理论基础　　三、环境立法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环境法的基本制度　　一、环境
监督管理制度　　二、预防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制度　　三、治理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
制度　第三节 环境执法和环境法律责任　　一、环境执法的定义和种类　　二、环境法律责任　第四
节 我国环境法的完善　　一、环境监督管理体制的改革　　二、重视经济手段在环境保护中的合理运
用　　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改进　　四、环境公益诉讼的确立第二十二章 自然资源法　第一节 
自然资源法概述　　一、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法　　二、自然资源法的研究概况　第二节 自然资源法
的产权观与生态观　　一、自然资源法的产权观　　二、自然资源法的生态观　第三节 自然资源法的
基本制度　　一、自然资源权属制度　　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禁限
制度　　四、自然资源补救制度　第四节 自然资源法的发展态势　　一、完善自然资源法的法治途径
　　二、生态法：自然资源法的依归第二十三章 土地和房产法　第一节 土地和房产法概述　　一、
土地法、房产法与房地产法的含义　　二、土地和房产法研究概述　第二节 土地法和房产法的基本制
度　　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二、农户土地承包制度　　三、城市房地产开发制度　　四、城市
房地产交易制度　　五、城市住房制度的法律化　　六、城市物业管理服务的法律保障　　七、有关
法律责任　第三节 土地和房产立法与司法中的问题探讨　　一、物权法和债权法对房地产法的影响　
　二、国家(政府)在土地和房产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进一步建设规范化的土地市场和房产市
场　　四、进一步建立科学的房地产法理论体系第二十四章 劳动法　第一节 劳动法概述　　一、劳
动与劳动法　　二、劳动法的理论基础　　三、劳动立法的发展　第二节 劳动法的基本制度　　一、
劳动就业促进制度　　二、劳动合同制度　　三、集体合同制度　　四、工资制度　　五、劳动保护
制度　　六、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第三节 劳动法中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讨　　一、劳动法的部门
法归属　　二、劳动法的适用范围　　三、wT与中国劳动制度改革一　　四、劳动争议处理中的几个
具体问题第二十五章 社会保障法　第一节 社会保障法的调整对象和体系　　一、社会保障法的调整
对象　　二、社会保障法的体系　第二节 社会保障法的本质和价值　　一、社会保障法的本质　　二
、社会保障法的价值　第三节 社会保障组织体系的基本框架　　一、社会保障管理层次的主体一　　
二、社会保障供给层次的主体　第四节 社会保障权的构成要素　　一、主体　　二、权利　　三、客
体　第五节 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　　一、社会保险模式的选择　　二、社会救助模式的选择　　三、
社会福利模式的选择　　四、社会优抚模式的选择　第六节 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　　一、社会保障基
金的性质和结构　　二、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过程和产权体系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机制　　
四、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机制　　五、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机制　第七节 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探
讨　　一、农民工社会保险立法现状　　二、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制度定位　　三、农民工社会保险的
制度建立顺序　　四、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异地转移　　五、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基金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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