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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经济法原理、宏观调控法、市场监管法和其他经济法律制度四编，主要介绍了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的沿革、经济法的理念、经济法律关系、宏观调控法原理、税收与预算法、财政政策与财政
法、货币政策与中央银行法、自然资源和资源管理法、产业政策与产业法、外贸与外资法、市场监管
法原理、一般市场监管法律制度、金融市场监管法、消费者保护法、国有资产法等内容。
　　本套教材力求适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要求，面向并体现21世纪高等教育的新思想和新观念，
在内容上注意吸收国内教育、科研的最新成果，正确阐述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努力做到知
识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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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商法说。
即把经济法等同于商法，这是在前南斯拉夫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法学说。
前南斯拉夫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逐步建立起社会所有和联合劳动的体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学者就把经济法等同于民商分离国家的商法，认为它是与民法、行政法平行
的一个法律部门。
2．两成分法。
以斯图契卡为代表的一些前苏联法学家主张此说。
该理论认为，苏维埃民法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调整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组织技术性质
的规范；另一部分是以个人意志自由为出发点，贯穿资产阶级原则，调整逐渐消失着的私人成分的规
范。
这其中，后一种成分是民法的本质所在，随着它的消亡，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行政规范的经济法，就将
取而代之。
相应地，未来的立法走向是制定经济法典，以全面调整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
3．社会本位民法说。
其代表人物是前苏联民法学家戈伊赫巴尔格。
受到以狄骥为代表的社会连带法学和当时问世不久的德国经济法学说的影响，该说将经济法等同于以
社会为本位的民法，认为经济法实际上是传统民法经社会化改造后的民法。
4．经济行政法说。
其首创者是前苏联民法学家勃拉图西。
该说认为，经济法无非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行政法。
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不构成一个新的法的部门，不能将行政关系和民事关系在“经济法”的名下
混为一谈。
5．综合法律部门说。
其首创者是前苏联学者拉伊赫尔。
该说认为，经济法是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多种法律部门的经济性规范的集合或综合。
6．纵横统一说。
这是由前苏联著名经济法学家拉普捷夫创立的一种在前苏联东欧乃至我国影响最大的一种经济法学说
。
该学说认为，社会经济关系包括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
前者是国家在组织管理经济中与公有制单位产生经济管理关系；后者是公有制单位之间在进行经济活
动中产生的经济协作关系。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社会主义组织在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一切关系，经济法既应
当调整横的经济关系，又应调整纵的经济关系。
调整这些关系的法律规范，已经超出了传统民法和行政法的范畴，应称之为“经济法”。
因此，经济法既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又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三、我国学者对经济法的界说在我国，经过30余年的历史，学术界提出了众多经济法概念，经济法的
研究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就，部门经济法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在我们认识到经济法研究取得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的争议、尴尬、缺陷和不足。
当下，关于经济法的各种学说很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以杨紫垣教授和徐杰教授等为代表
的“国家协调和调整关系说”杨紫垣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
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经济法特定的调整对象既不是一切经济关系，更不是社会关系中的非经济关系，如人身关系、财产关
系等，而是特定的经济关系，即在国家协调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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