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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法律规制工具的经济行政法，不仅具有政治和法律层面的“惩罚、教育、预测、评价和指引
”作用，而且还规定了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经济行政法所涉及的经济行政领域内不同层次主体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和谐，预防
、控制及化解利益冲突的手段。
我十分高兴陈桂生同志能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出发，对经济行政法问题，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
　　陈桂生同志大学本科学的是经济法专业，本科留校后一直从事相关教学科研工作，硕士学习阶段
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毕业后又致力于行政管理和法经济学的研究，博士学习阶段则主要研习了政府
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他好读书，肯钻研，重视收集与积累资料，涉猎方面也较为广泛，在业务上有其跨学科探索的特点，
这点值得称赞。
　　我国经济行政法是“市场经济和法治国产物”，它体现着政府管制与市场竞争的合作努力，其调
整内容属于公权力与私权利间的利益关系范畴。
《管制与均衡：中国经济行政法的制度分析》一书以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为出发点，理论结合实
际，主要围绕经济行政法的法制过程、演变过程和内在政治——经济属性，就经济行政法利益关系的
界定、性质、现状、原因，平衡不同层次利益关系的逻辑、思路、对策等问题作了体系性的论述。
全书引用材料翔实，在描述经济行政法的管制属性的基础上，讨论了经济行政法的法律过程及其经济
过程，提出了平衡公益与私益、政府与市场间利益关系的原则和长效机制，探讨了一些跨学科的学术
问题，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管制与均衡>>

内容概要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力。
作为“市场经济和法治国产物”的经济行政法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理论上，经济行政法律制度是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不可否认，由于法律自身的内在缺陷和特定转型时期的环境所限，我国经济行政法律制度在其演进历
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与此同时，“良法之治”要求经济行政法必须及时回应社会市场的需求变化。
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代中国经济行政法进行全面解析，调适现有理念、体制及其运行方式。
因而，客观描述当代中国经济行政法的进展与不足、对问题进行因果分析，从而提出一些制度变迁意
义上的改进措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本选题希望在经济行政法领域内作出某点探索，试图在行政法学研究者的概念
法学的研究基础上，对经济行政法的制度绩数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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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二、研究文献综述三、研究设计第一章 中国经济行政法研究的一般理论
第一节 经济行政法的理论定位一、经济行政法的基本内涵二、经济行政法的构成三、经济行政法的制
度功能第二节 经济行政法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一、新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出发点二、新政治经济学视
角下的经济行政法三、经济行政法的管制均衡第二章 中国经济行政法的法制过程解读第一节 经济行
政立法的均衡分析一、经济行政立法与利益关系的运动二、经济行政立法供求均衡三、经济行政法的
制度结构均衡与利益平衡第二节 经济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利益主体一、经济行政执法的多元利益关系二
、经济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供给分析三、经济行政守法主体的执法需求分析四、经济行政执法均衡第
三节 经济行政监督与救济的利益功能一、行政复议的成本与收益二、监督行政的利益平衡与协调三、
行政救济的利益补救与博弈第三章 当代中国经济行政法变迁路径第一节 当代中国经济行政法制度变
迁的简单回顾一、从行政法到经济行政法二、经济行政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节 当代中国
经济行政法变迁的动力一、市场进程的要求二、法治发展的需要三、善治治理的驱动第四章 经济行政
管制分析：宏观调控法第一节 我国宏观调控法律的现状一、我国宏观调控法的现实进展二、我国宏观
调控法存在的问题第二节 我国宏观调控法管制失衡的表现一、计划法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二、财税法
的私益自治程度较低三、金融法的监管作用尚待加强第三节 我国宏观调控法管制失衡的归因分析一、
来自环境的消极制约二、立法供求失衡三、立法者的自利动机四、宏观调控执法和监督机制不完善第
五章 经济行政管制分析：市场规制法第一节 我国市场规制法的现状一、我国市场规制法取得的进展
二、我国市场规制法存在的问题第二节 我国市场规制法的管制绩效分析一、反垄断法与市场秩序规范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利益表达机制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利益维护功能第三节 我国市场规制法管
制失衡的归因分析一、市场规制立法层面二、市场规制执行层面三、市场规制监督层面第六章 中国经
济行政法改进的思路第一节 实现我国经济行政法律制度均衡的制度安排一、转变立法理念二、规范立
法主体三、对接国际惯例第二节 提高我国经济行政法的制度绩效一、扩大经济行政立法效益二、改革
经济行政执法机制三、完善经济行政的监督救济功能第三节 增加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制度安排
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平衡的原则要求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结语：回顾与展望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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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是社会事实。
特定社会事实往往成为催生经济行政法规产生的原动力。
例如2003年“非典”病毒在中国的肆虐严重影响了某些地区和行业经营状况，为此，财政部和国家税
务总局于2003年5月11日出台了对受“非典”影响非常严重的民航、餐饮、旅店、出租等行业的税收优
惠政策。
此前广东、北京、山西等疫情重灾区也制定了类似的税收减免政策。
显然，社会事实所引起的这种税收领域内的变化将会导致相关经济行政法律的修订。
　　第二是经济事实。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行政法规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
经济行政法规的产生与变迁同样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变化。
如我国人大常委会相继在2000年8月和2001年10月对《专利法》和《商标法》进行了修改，取消了专利
复审委员会和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决行为为终局性行政决定的规定。
这大大缩小了我国行政终局仲裁的范围，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现行行政诉讼的范围，有利于行政权力的
监督和市场权利的保护。
此外，我国人世后所颁布的《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等外贸领域内的经济行政法规也是在世
贸组织这一经济事实下的法律应对。
　　第三是道德观念。
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法律规范的目的“在于强化和确使人们对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德规
则的遵守”②。
也就是说，法律规范必须和社会道德观念保持协调，否则，要么法律规范远远落后于道德观念，要么
就会出现法律缺位的情况。
作为行为规范，经济行政法与道德一样在客观上都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工具，在功能上也是一致的。
如某些经济行政法在做出禁止性规定的同时，也提倡类似如“企业自律”的道德教化式的法律规范。
　　第四是科学技术。
科技的发展大大拓宽了经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也迅速催生了大量的经济行政法。
如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地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
组织形式，而且对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针对“网络经济”这一新利益领域中的经济行政关系，国务院近年来连续颁布了诸如《互联网信息服
务管理办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
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等行政法规来回应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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