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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商事审判中经济法思维之应用/法律与金融丛书》编著者徐子良。

作为一名法官，本书作者在书中针对当前司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试图探求一条经济法司法实施的路
径——在法院所谓的“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中引入经济法思维，得出与传统民商法思维不同的司法标
准和司法结论。
这一路径能够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兼容，并使经济法能在现实的社会权利义务再分配中实实在在
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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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获得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专业法学学士学位，2003年获得华东政法学院民商法专业法学硕士学
位，2010年获得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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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章 经济法思维与经济法司法实施概述
 第一节 当前有关经济法司法实施的研究成果及其局限
 一、我国有关经济法司法实施的主要研究成果
 二、对当前有关经济法司法实施研究成果之梳理
 (一)基本形成的共识
 (二)存在的主要分歧
 三、对经济法司法实施领域的分歧观点之述评
 (一)关于是否应设立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问题
 (二)关于是否存在独立的经济法责任问题
 四、已有的对经济法司法实施研究成果的局限性
 (一)经济法司法实施的公益诉讼思维定式未能突破
 (二)重理论论证和制度建构而轻应用研究
 (三)若干基本概念并不清晰统一
 第二节 我国“民商事”审判中经济法思维缺失之现状．
 一、法院“大民事”改革——“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一)法院撤销“经济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机构之背景
 (二)“大民事”审判机构改革使经济法全面退出司法舞台-
 二、经济法退出司法舞台的弊端
 (一)经济法学发展受到重大局限
 (二)以单一民商法思维处理涵摄经济法元素的案件难以
 有效增进社会效益
 (三)单一民商法思维难以实现经济领域的司法与国家
 经济政策之协调
 第三节 经济法思维和法律经济学方法
 一、法律方法、法律思维、经济法思维
 (一)“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
 (二)法律思维与经济法思维
 二、以法律经济学为视角解读经济法的司法实施
 (一)法律经济学三大流派观点之比较
 (二)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与经济法的共通性
 (三)法律经济学概念之不同侧面解读及对经济法司法
 实施的启示
 三、经济法思维与法律经济学的“联姻”
 第四节 经济法思维应用于“民商事”审判的基本路径
 一、经济法思维应用于司法过程的两个预设条件
 (一)不违反生效法条的基本语义
 (二)非另起炉灶经济法诉讼
 二、经济法思维的法律适用属于“社会学解释法”范畴
 三、经济法思维下法律适用追求的价值目标
 (一)矫正“市场失灵”，促进市场机制应有功能的发挥
 (二)社会整体效益最优化
 (三)追求经济领域的实质正义
 四、经济法思维指引下法律适用的主要途径
 (一)对负外部性的吸收和正外部性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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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信息不对称的矫正
 (三)对违法垄断行为的否定
第二章 消费领域纠纷的经济法解读——重论“知假
第三章 商品流通领域纠纷的经济法解读——合同法“质量异议期”规定与产品质量法之抵牾
第四章 金融领域纠纷的经济法解读——委托理财“保底条款”效力之辩
第五章 企业改制领域纠纷的经济法解读——资产重组中“继受人责任制度”之引用
第六章 公司遗失领域纠纷的经济法解读——公司对外担保确定权之归属及担保行为效力
第七章 通过普通民事诉讼程序的反垄断——司法直接认定违法垄断的结余和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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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笔者认为，在经济纠纷审判中，运用经济法思维处理案件来实现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协调，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一些涉及经济行为导向的纠纷，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规定模糊
、规定矛盾、规定可作不同解释的情况下，法官需要借助经济法的思维，从对社会整体效益的影响出
发，提供符合当时国家整体经济政策导向的裁判标准和尺度；另一方面，国家一时的经济政策在地方
执行时可能会出现变形、矫枉过正，甚至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当这种情况以经济纠纷的形式
出现时，法官也应当以经济法的思维，来予以矫正和制衡，使经济行为符合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本质
要求。
 第三节 经济法思维和法律经济学方法 将经济法思维引入“民商事”审判领域，是一个法律适用和法
律解释的过程，是经济法学与法律解释学、法律方法论相交融的过程。
学者阳建勋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法学研究中，“价值分析方法比较成熟，贡献颇大；系统分析方法独
具特色；但忽视法解释学方法使得研究空洞化；忽视语义分析方法使得学术纷争不断；经济分析方法
广为存在，但尚未成熟。
今后加强运用法解释学方法研究经济法是经济法学回归法学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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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商事"审判中经济法思维之应用》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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