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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经济法制建设30周年，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0年来，中国经济上的迅猛发展，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制建设。
我国经济法的兴起和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相伴相
随，30年来，中国经济法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改革开放实践和中
国经济法的法制建设。
　　经济法学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济法是确立国家经济秩序的法律制度，毫无疑问它对国家经济体制的建设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例如，宏观调控虽然主要通过国家的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等经济杠杆来实现，但是为了保
证国家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和正当性，防止决策者滥用权力，宏观调控法关于宏观调控的组织和程序就
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保障。
经济法学在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依靠市场竞争机制来配置资源，国家就需要建立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
如反垄断法，它是专门针对企业市场竞争行为的法律制度，它对我国市场上的企业，特别是对国有垄
断企业和以专利、技术为手段的大跨国公司有着重要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对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更显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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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法学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济法是确立国家经济秩序的法律制度，毫无疑问它对国家经济体制的建设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
本书共分五编：第一编主要介绍经济法基础理论，包括七章，这部分内容在吸收以往的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对其进行整和与重塑，突出结构合理、写作思路清晰、说理充分。
第二编至第五编分别为市场主体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社会保障法。
这部分内容紧扣社会实践，以法条为依据，依立法意图而展开，强调应用性、实用性、时代性和针对
性。
在每章末尾，我们对本章知识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以帮助学生和读者对该章知识系统的了解并易
于抓住重点；每章后附有典型时新的思考题，以帮助学生理解、消化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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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经济基础　　19世纪以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已基本完成，市场体系得到
进一步完善，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比较充分。
也就是说，这时的市场条件比较接近完全竞争市场。
因此，市场机制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实现了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率，对社会的经济生活发挥了很好
的引导作用。
这就要求国家、政府改变“重商主义”奉行的那种过分干预的政策，采取一种自由竞争的原则，以使
各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得以实现“充分就业”。
因此，在法律制定方面以维护经济自由为主，只是在公用事业、金融、货币、对外贸易、价格、关税
以及劳动管理等方面颁布了一些体现政府干预的经济法律。
总之，这一时期政府的活动以不破坏市场的自由运行为限，政府遵守“守夜人”的角色定位。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这一时期，随着市场机制的失灵、越来越频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激烈的竞争导致的对利润的极端追
求，产生了阶级对立和“人的异化”加深。
不仅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政府管理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而且经济关系
的日益复杂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即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虽然内生于市场经济，却破坏了市场经济的
公平竞争，对市场经济的健全、国家安全和秩序带来了严重威胁。
为了缓和并解决各种矛盾，政府开始转变过去那种消极被动的状态，进而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经济事
务，政府成为所谓的“全能政府”，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显得越来越重要。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先后颁布了《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
令》等管理经济的法律法规。
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颁布进一步确定了国家权力可以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原
则，从而使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的形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承认。
从此，“经济法作为一门法律学科进入了世界法学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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