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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本主义并非是玄奥的高深理论，从根本上说，它是以人为价值和尺度的哲学认知。
在某种程度上，以人为本既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终极理想，又是社会是否文明进步和
全面发展的评判尺度。
正因为社会的发展总是或多或少地偏离以人为本，所以，以人为本毋宁说是一个需要我们永远追求、
需要我们无限接近的目标。
作为维护并促进人对幸福理想生活的追求和人走向自由自觉、全面发展的工具或手段，法无疑应该是
人本主义的法。
各个部门法都在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并实现着人本主义。
那么，经济法与人本主义的关系如何，如何从理论上认识经济法人本主义，经济法(尤其是中国经济
法)又如何落实人本主义，则是本书的追问。
对此尝试给出解答，正是本书的研究目的所在。
　　全书共分六章。
从逻辑上说，大致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篇(第一章)，主要是对人本主义的法的一般原理做出阐
述，为经济法人本主义的研究进行法理上的铺垫；第二部分是本论篇(第二、三、四、五章)，主要是
对经济法人本主义的理论探求，即从经济法人本主义的生成逻辑、经济法人本主义的认知理路、经济
法的人本主义理念和方法论、经济法人本主义的制度体现这几个方面对经济法人本主义做出理论上的
认识；第三部分大致可以说是实践篇(第六章)，因为这部分回答的是中国经济法如何以人为本、落实
以人为本的实践路向问题。
　　各章内容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章是人本主义视域下的法与经济法。
本章主要对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做出了分析和交待。
首先，是对人本主义本身的理解。
为此，本章追溯了人本主义的中西历史意蕴，以期能从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对其涵义进行全面的
把握。
人本主义不管如何变换其表现形式和面孔．在把人作为价值和尺度的哲学认知上则是永恒和不变的。
人本主义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表达就是科学发展观所谓的以人为本。
其次，是对人本主义的法的再思考。
从法理学上说，对人本主义的法的理解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尚有很多不足，仍需进一步深入。
为此，本章主要从人本法律观的树立、法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法的制度设计如何以人为本这
几个方面对人本主义的法理进行了再思考，并以此对中国传统和现代法制进行了简略的考察。
树立人本法律观就要求法应以人为本源、目的和主人，并把人作为法评价的最高尺度；法回归人的日
常生活世界就要求法要给予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场景以真实关切，为此，法应以民治下的法治为理念，
以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互控为手段；法的制度设计以人为本则应遵循这样一个逻辑：人性——
人的需要(法律需要)——利益——以正义为内核的合法性判断——人权(权利)。
再次，是对经济法人本主义研究的法理进路的阐述。
即以人本主义的法理为指导，经济法也要树立人本法律观，要回归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经济法的制度
设计也要体现以人为本。
　　第二章是经济法人本主义的生成逻辑。
人本主义是经济法的重要品格和固有品性，现代经济法的产生某种意义上就在于矫正和克服现代性之
不足，实现从“物本”法律观向“人本”法律观的转变。
本章从生成逻辑上，把经济法人本主义定位于在“市场失灵——国家(政府)干预”的基本框架内，对
现代性下人为物所异化导致的人的分化(社会强弱势群体的分化)的社会整合。
为此，首先，本章分析了现代性的悖论和对人的异化。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无从回避的必然选择，但对作为现代性本质的理性
的人为分裂，形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霸权和压抑，过度张扬资本意志，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为
物所异化及人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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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章指出，对经济社会化下人为物过度异化所导致的人的过度分化，必须要立基于社会整体的
高度对之进行社会整合，抑制资本意志的过度扩张和增殖，以实现社会强弱势群体间的种益均衡和权
利均衡。
否则，就会引发一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经济、社会、生态也难以和谐和均衡发展。
再次，本章认为，经济法、社会法作为超越“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的第三法域的产生，来
自于在社会整体的高度上进行有效社会整合的需要。
为此，经济法就不能不具有更多的实质法治倾向，并以社会正义的实现为价值追求。
最后，本章阐述了经济法人本正义生成的多学科理论基础。
在社会学基础方面，要注重社会合作、社会共生、社会责任；在经济伦理学基础方面，要用人性的利
他来矫正过度的利己，要用幸福最大化的发展目标来修正财富最大化的发展目标；在政治哲学基础方
面，要以民主和公意为根本，还要对“社群主义”予以关注；在法理基础方面，人权是最终的目的，
社会正义则是最高的价值追求。
　　第三章是经济法人本主义的认知理路。
遵循“人性——人的需要(法律需要)——利益——以正义为内核的合法性判断(民主)——人权(法律权
利)”这样一个基本的人本主义的法理逻辑，本章对经济法人本主义进行了认知。
首先，对经济法中的“人”的认识是经济法人本主义认知的基点。
在人性上，经济法中的“人”是有着集体理性的、利他的“道德人”，在存在方式上，经济法中的“
人”是具体的人，是“社会人”和“生态人”；在人的需要上，经济法中的“人”需要经济自由与经
济秩序的统一，经济竞争与经济合作的统一，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的统一。
其次，对经济法社会整体利益观的认识是经济法人本主义认知的中心。
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实然、独立的利益形态。
在经济法视野下．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具体内涵更应该从对社会强弱势群体间的利益进行社会整合的角
度来理解。
再次，对经济法人权观的认识是经济法人本王义认知的目的。
经济法应尊重人权，并应在经济宪政的指引下，保障基本人权的实现。
经济法人权观的实质是人权与财产权的矛盾．其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强弱势群体间在实现基本人权上的
矛盾。
为此，经济法对人权的保障就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强势群体滥用经济强权的限制和对社会弱势群体基
本人权的关注。
最后，对经济法的经济民主观的认识是经济法落实人本主义的进路。
在经济法视野下，经济民主更多地是一种以妥协为中心的、以交往为过程的程序民主，经济法建立程
序民主的目的就在于对政府干预权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模糊性进行澄清，从而使社
会整体利益得到维护和促进。
为此，经济法应构建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中心的程序民主机制，即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表机制、社会
整体利益的补充代表或参与机制以及公益诉讼机制，并应把这种机制引入对宏观和微观经济领域的法
律规制中。
　　第四章是经济法的人本主义理念和方法论。
人本主义既是经济法的元理念，又是经济法的根本方法论。
本章探讨了经济法的人本主义理念和方法论。
就经济法的人本主义理念而言，从作为元理念的人本主义理念出发，可进一步推演出人本主义理念也
分别是一种共生理念、和谐理念、发展理念，经济法应该以共生、和谐、发展为理念。
在人本主义理念之下，经济法应以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的整合、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的整合为价值取
向。
在人本主义理念和价值取向之下，经济法应以国家(政府)适度干预、经济民主为基本原则，同时，也
应注意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等相关方面发生的变化。
就经济法的人本主义方法论而言，从作为根本方法论的人本主义方法论出发，经济法的基本分析框架
应定位为“失衡——均衡”，失衡是前提和假设，均衡是手段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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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本分析框架之下，经济法的基本分析方法至少包括系统分析方法和利益博弈分析方法。
　　第五章是经济法人本主义的制度体现。
经济法的人本主义理念和方法论应该反映到经济法的各项制度中来。
本章以社会强弱势群体间的利益对比为中心，从微观经济规制法和宏观经济规制法两个层面考察了经
济法人本主义的制度体现。
就微观经济规制法的人本主义体现而言，它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企业内部强弱势对比关系
的法律规制，这种强弱势对比关系大致包括股东与劳动者、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
利益对比关系；二是对企业与外部关系人在强弱势对比关系中的法律规制，这种强弱势对比关系大致
涉及企业与社会公众、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有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
三是企业对内外相关利益人所负的社会责任，这大致包括企业对相对处于弱势的雇员、消费者、债权
人、后代人、所在社区居民等以及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所负的社会责任。
就宏观经济规制法的人本主义体现而言，它主要包括宏观调控法视野下和可持续发展法视野下的强弱
势对比关系的法律调整。
宏观调控法视野下的强弱势对比关系大致包括地区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外资与内资、中央与地方等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可持续发展法视野下的强弱
势对比关系则大致涉及当代人之间和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
　　第六章是迈向实践的、以人为本的中国经济法。
中国经济法要走向实践和以人为本，就必须以现实的中国人自己为本，向现实的中国人自己的日常生
活世界回归，关注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现代性下所产生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树立人本主义精神和
理念，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和均衡发展。
为此，首先，本章以人本主义为视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考察。
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发展迅速，但现代性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而且某种程度上在对西方现代性的批
判继承上显得有点矫枉过正，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断裂”和“失
衡”、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社会强弱势群体之间的分化，因而，时代需要经济法以人为本地进行社会整
合。
其次，本章分析了中国经济法以人为本的本土性。
“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是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框架，然而，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市场失灵”和
“政府干预”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根源和效应。
为此，中国经济法要走向以人为本，就应该把“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更多地放置于中国经济社
会转型期的现实国情和语境下来认识和思考。
再次，本章探讨了中国经济法落实以人为本的进路。
这条进路就是以以人为本的经济民主逻辑为逻辑红线和指引，从经济宪法到经济法。
这包括经济法基本理论框架由“市场——政府”向“宪政——市场——政府”的扩展，经济落以人为
本的社会整合对宪法人权的诉求，以及在此之下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维护和促进机制的创设。
在社会整体利益维护和促进机制的创设上，经济法应建立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代表机制、社会整体利益
参与机制以及公益诉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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