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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法理念是整个经济法理论架构中的一个更为上位的理论命题。
本书按照“经济法理念的理论基础——经济法理念的内涵和具体表现——经济法理念的实现”这个层
层递进的思路而展开。
全书除绪论之外，作了上篇、中篇和下篇的划分。
上篇为“基础篇”，主要阐述了与经济法理念的形成有直接关联的一般性理论问题。
该篇由“经济法理念考辨”、“经济法理念的本源”和“经济法理念的时代性”三章所组成。
中篇为“理念篇”，主要阐述了经济法具体理念的内涵、价值和意义。
该篇由“经济法的人本主义理念”、“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经
济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经济法的适度干预理念”五章所组成。
下篇为“实现篇”，主要阐述了经济法理念的实现法治保障机制。
该篇由“经济法理念实现的宪政进路”、“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是实现经济法理念的重要保障”、“
经济法理念实现的法治机制”三章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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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经验主义”与现实主义法理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客观世界呈现出日趋
复杂多变的态势，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人理性之园囿已远远无法涵盖广袤的客观实在，人的理性是有限
的；同时，即使最为精密的规则，也无法准确解释多变的现实，逻辑的生活是永远不可能取代生活的
逻辑。
理性主义受到了时代的挑战。
　　理性主义本质上是以怀疑论作为其出发点的，它通过怀疑主义的态度对各种“先存”的知识基础
进行破坏，并据此找到将个人理性与逻辑推演结合起来的理性主义的立足点。
然而，正如学者指出的，“一旦一个现代主义哲学家真心地援用某些认识论的基础，比如抽象理性，
那么另外一个哲学家就会以怀疑主义的态度怀疑它是否足以坚实地支撑知识”。
正是这种对于将抽象理性作为知识基础的可靠性的怀疑成为了经验主义的逻辑起点。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它把寻求真理来源的关注点从理性的自我转向了外部世界。
经验主义者首先对作为基础的“自我”的可靠性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被称为‘自我’的东西仅仅是有关同一性的想象性知觉，这种知觉是在与社会生活中的各
种实体借助符号相互作用时形成的。
既然‘自我’不能提供可靠性，我们只能相信世界中的事实”。
正如休谟所言，“对于我们最一般、最精致的原理，除了我们凭经验知其为实在以外再也举不出其他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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