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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安徽大学经济法学团队为适应经济法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集体创作的成果，以最新立法进
展为基础，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经济法教学、科研的最新成果，在对经济法的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制
度进行全面、完整介绍的同时，加入了撰写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成果，在体系与内容上有所创新，对
经济法总论、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本教材可作为法学专业和政治类、经济管理类等相近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亦可供有关研究机
构和实务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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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国庆，男，汉族，1964年10月生，安徽桐城人。
安徽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导师。
安徽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总干事、安徽大学经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经济法重点学科负责人
、安徽大学经济法创新团队负责人、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
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法、金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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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经济法总论
　第一章 经济法的历史
　　第一节 经济法的产生条件
　　　一、经济发展与法律发展
　　　二、经济法的产生条件
　　第二节 经济法的历史脉络
　　　一、经济法的语源
　　　二、经济法的产生
　　　三、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法的发展
　　　四、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法历史
　　　五、我国经济法历史
　第二章 经济法的定位
　　第一节 经济法的概念与体系
　　　一、对概念的恰当理解
　　　二、经济法概念的界定
　　　三、经济法的体系构成
　　第二节 经济法的特征与地位
　　　一、经济法的基本特征
　　　二、经济法的部门法地位
　　　三、经济法与民商法关系
　　　四、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
　　第三节 经济法的归属与本质
　　　一、经济法的法域归属
　　　二、经济法的本质属性
　第三章 经济法的主体
　　第一节 经济法主体概述
　　　一、经济法主体的含义
　　　二、经济法主体的独立性
　　　三、经济法主体的种类
　　　四、经济法主体的特征
　　　五、经济法主体的识别
　　第二节 经济管理主体
　　　一、经济管理主体的含义
　　　二、经济管理主体的种类
　　　三、经济管理主体的权利义务
　　第三节 社会中间层主体——以行业协会为例
　　　一、行业协会的含义
　　　二、行业协会的经济管理主体地位
　　　三、行业协会的被管理主体地位
　　　四、行业协会在我国的发展
　第四章 经济法的实施
　　第一节 经济法实施概述
　　　一、经济法实施的含义
　　　二、经济法实施的内容
　　　三、经济法实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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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经济法责任制度
　　　一、经济法责任的有无
　　　二、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
　　　三、经济法责任的含义
　　　四、经济法责任的类型
　　　五、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
　　第三节 经济法实施机制
　　　一、经济法的调整方法
　　　二、经济法的司法机制
　　　三、经济法的实施程序
第二篇 市场规制法
　第五章 市场规制法一般原理
　　第一节 市场规制法概述
　　　一、市场规制法的概念特征
　　　二、市场规制法的理论基础
　　　三、市场规制法的历史发展
　　　四、市场规制法的地位和体系
　　第二节 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和价值
　　　一、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
　　　二、市场规制法的价值
　　　⋯⋯
第三篇 宏观调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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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经济法的产生条件经济法的产生是多种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条件、社会条件
、国家条件和法律条件等。
其中，最基础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是经济条件，其他条件最终也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
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经济条件，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但基本认为经济法的产生离不开“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引起国家职能变化，进而引起法律结构变动，最终导致经济法的产生。
（一）“市场失灵”及其表现“市场失灵”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意为市场机制无
效率，表现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或者市场机制虽然能够发挥作用，但成本过高。
市场机制具有唯利性、滞后性和事后性等固有缺陷，这种缺陷在商品交往不太频繁时还不会导致“市
场失灵”，一旦商品交换大规模化，因主体间能力、信息巨大差异等因素，市场机制可能无法进行商
品和劳务的有效分配，即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则会引发“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或非市场机制更县优势时，而不是指局部的、偶尔的、一
般性的市场失效。
市场失效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对于不太严重的市场失效，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及已有法律
制度的适度修正来解决，不会导致法律的结构性变动。
“市场失灵”主要是指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规模市场失效情况，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公共物品缺失公共物品是满足人们公共需求的物品，它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是指该物品一旦供给就无法排除他人来消费或享用；非竞争性是指不论多少人来消费或享用
该物品，均不会对他人的消费或享用产生效用上的影响。
消费上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使得提供公共物品无利可图，因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都
不愿意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取。
公共物品对应的是人们的公共需求，即不具有排他性的集体需求，人们都需要公共物品，但私人主体
又不愿意提供公共物品。
这就是公共物品缺失问题，是“市场失灵”的典型体现。
在自然经济时期，人们也有公共需求，但基本上不是经济领域的公共需求，国家通过履行其政治职能
基本能满足人们非经济性的公共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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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法学》是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