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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地走过了30年，我国的经济法也风雨同舟地走过了30年。
30年来，经济立法硕果累累；30年来，经济法理念深入人心；30年来，经济法的理论研究锐意进取、
与时俱进。
在我国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经济法终于有了正确的体制基础和社会条件，有了
喷薄欲出的生机。
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推出的新作。
　　本书包括经济法基本原理、企业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经济竞争法律制度、
金融市场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经济仲裁与经济诉讼八章。
这样的结构安排，一方面反映了经济法学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兼顾了不同专业学生学习
经济法律知识的实际需要。
本书由张琳副教授主持拟订提纲，组织全书的编写、统稿和定稿工作。
编写人员具体分工如下：任云撰写了第一章、第八章；张琳撰写了第二章、第三章；王岚岚撰写了第
四章、第六章；于艳撰写了第五章、第七章。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的专著、教材和论文，吸收了其中一些成果。
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
欢迎本书的读者——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采取扬长避短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本书的效用。
当然也随时恭候您的批评，以利于本书再版时修改，并为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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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经济法基本原理、企业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经济竞争法律制度、金融
市场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经济仲裁与经济诉讼八章。
这样的结构安排，一方面反映了经济法学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兼顾了不同专业学生学习
经济法律知识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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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经济法基本原理第一节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一、经济法的产生　正如国家是人类社会发
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样，经济法不是自古就有的“神话”，而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
然产物。
经济法是最年轻的“法种”，经济法学是新兴的一门法律学科。
它的产生和形成，是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法律、法学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的客观需要是法律创制活动的深厚渊源，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也直接同社会生活密切联系。
研究经济法的产生，也就是研究经济法形成和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基础，并研究它们对经济法的形成所
产生的影响。
　　（一）法律基础　　在古罗马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商品交换的人们渐渐地需要一个共
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就产生了，进而习惯发展为法。
为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保证商品交换者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也就形成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
为了反对垄断和维护市场秩序，国家经济管理类的法律“侵入”了私人资本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
许多本应由“私法”来保障私权利、私自由的领域，逐渐地由公权力进行规制和监督。
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鼎盛时期，当事人意思自治理论由于与资产阶级提倡的“契约自由”理
论相吻合，因此得到了许多资产阶级法学家的赞同；但意思自治并不是无规制的意思自治。
在所有的现代国家中，这一原则都赋予法律行为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因而当事人意思自治只能认为是
在法律规制之内的自由。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发展到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后，资本主义国家已不能完全采取放任自流的
态度。
过错责任原则是基于意思自治原则而定的。
在现实中，行为人如果只是根据过错才承担责任的话，社会就失去了公平性。
因为除了过错之外，有可能因为他的无过错行为而导致他人的损害，这时仅仅依据过错责任原则必然
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
要保证社会整体利益的均衡，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就要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制定一部不同
于民法的法律，从而在宏观上对各种利益进行平衡协调，不再以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是要
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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