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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考研专业课辅导系列：经济法学考硕考博历年名校真题汇编与疑难解析（2012）》是国内名校
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经济法学真题汇编与分章解析的一本复习资料，由国内著名高校
具有考研亲身经历的经济法专业博士生参考经济法学权威教材、全国各大院校经济法学考卷以及经济
法学最新发展动向编著而成。
《考研专业课辅导系列：经济法学考硕考博历年名校真题汇编与疑难解析（2012）》共分四部分，第
一部分介绍考研常识，第二部分为历年考硕考博经济法学真题分章解析，第三部分为名校考硕经济法
学真题汇编，第四部分为名校考博经济法学真题汇编。
　　《考研专业课辅导系列：经济法学考硕考博历年名校真题汇编与疑难解析（2012）》特别适用于
参加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经济法学科目的考生，也适用于各大院校学习经济法学的师生参考。
对于参加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法学全国统一考试、职称考试以及对经济法学研究感兴趣的读者
来说，《考研专业课辅导系列：经济法学考硕考博历年名校真题汇编与疑难解析（2012）》也是一本
很好的经济法学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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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2005—2007 经济法综合2007 17.西北政法大学 经济法2001，2003—2004 18.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
基础理论2007 法学专业理论2007 经济法专业课2006 经济法综合2004—2006 经济法专业英语2005 经济法
理论与制度2004 19.北方工业大学 经济法学2001—2005 20.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法学2004—2005 21.北京工
商大学 经济法2000—2001，2004—2005 2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法学2001—2007（复试） 法学综
合2007 23.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法学（民商法学专业）（复试）2005—2007 经济法学（经济法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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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8.重庆大学 法学综合1试题2004 法学综合2试题2004 经济法学2000 29.天津师范大学 经济法
学2003—2006 30.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法部分（B卷）2004，2007 第四部分考博经济法学真题汇编 1.北京
大学 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专业）2000—2005 经济法律制度（经济法专业）2000—2005 2.中国人民
大学 经济法学2000—2006 3.中国政法大学 经济法基础理论2003—2004，2006 公司法与证券法2003
—2004，2006 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理论2001—2002，2004—2007 法学综合2004—2006 法律综合（国
际法专业）2001—2003，2007 法律综合（民商法专业）2007 5.武汉大学 经济法2004 6.南京大学 经济法
理论2005 经济法基础理论2004 经济法学研究2005 经济法理论与经济法史2004 经济法与商法理论2003
—2004 经济法与公法理论2003 比较经济法2003—2004 7.中山大学 经济法学2003—2004 8.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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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参考答案】 依据违反的经济法的具体门类的不同，可以先分为违反宏观调控法的责任和
违反市场规制法的责任两类。
市场规制法责任，是市场规制法主体违反市场规制法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
市场规制法责任，是保障市场规制法的执法、司法和守法的重要制度，不可或缺。
 市场规制行为是直接针对市场竞争行为中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市场竞争行为的主体，特别是其中的垄断行为的主体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是市场规制行为最主
要的受动者。
因此，规制受体的客观表现主要有经营者及其利益的代表者。
所以市场规制法是可以适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领域的，当然的因市场规制产生的法律责任也
适用于这一领域。
 （1）归责基础 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违反市场规制法义务的经营者，之所以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一方面在于该类行为破坏市场机制，危害公平竞争，侵犯了其他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毒化
社会风气，具备承担法律责任的法理基础；另一方面，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已经不只是一种道德概
念，而是法律概念。
规制主体和规制受体违反了市场规制法的规定，违背了法定义务，应当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不利的后果
。
规定违反市场规制法规范的经营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才能促使市场规制法规范发生潜在的威慑
力和现实的惩罚力。
其发生效力的情形，既包括强制违反者实际承担法律责任，也包括市场规制法主体对市场规制法的主
动遵守。
 （2）责任形式 违反市场规制法的法律责任形式，可分为财产性责任和非财产性责任两类。
财产性责任如赔偿（最典型的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双倍赔偿制度）、财产罚（罚款、
罚金、没收非法所得）；非财产性责任如声誉罚（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质检机关、药监机关常常
不定期向社会公布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十大案件”，实质上是在其他处罚的同时并处声誉罚）、自由
罚、资格罚。
 ①财产性责任 违反市场规制法，根据情节可能承担赔偿、强制超额赔偿、罚款、罚金责任。
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领域也有所体现： a.赔偿。
经营者通过为垄断行为或不正当竞争行为，以获得超额利润，或者交易机会、竞争优势，而其他经营
者、消费者的权利和利益则因此受到了损害。
这种损害，虽然不同于违约和民事侵权那样直接、具体，但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与损害后果之
间仍然存在因果关系，根据相应的法理，应当设定赔偿责任。
为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部分垄断行为的市场主体都可能承担赔偿责任。
比如，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25条规定：“实施私人垄断或者不正当交易限制或
者使用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的事业者，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事业者证明其无故意或过失的，亦不能免除前款规定的责任。
”相应地，规制主体越权、滥权而致规制受体受到损失的，依法应发生国家赔偿责任，这是赔偿的特
殊情形。
 b.强制超额赔偿。
对于违反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交易中存在欺诈的故意并导致侵权的，通过强制超额赔偿以
惩罚，确有必要。
比如，采用欺骗性标示行为（包括仿冒、虚假陈述）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一般会承担双倍、三倍或多
倍的强制超额赔偿责任。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即规定了类似的责任形式。
在受贿人为行贿人提供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违反公平竞争规则，实质上具有欺诈的属性。
为此，设定强制超额赔偿责任既可以鼓励受害人起诉，也可以达到对现实和潜在违法者惩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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