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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网络教育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育资源传播、组织教学的一种崭新形式，它突破了传统教育
传递媒介上的局限性，实现了时空有限分离条件下的教与学，拓展了教育活动发生的时空范围。
从1998年9月教育部正式批准清华大学等4所高校为国家现代远程教育第一批试点高校以来，我国网络
教育历经了8年发展期，目前全国已有67所普通高等学校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展现代远程教育，注册
学生超过300万人，毕业学生100万人。
网络教育的实施大大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使之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它的不断发展，也必将对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华东理工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院校之一
。
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凭借其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良好的师资条件和社会声望，自创建以来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
但网络教育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型教育组织形式，如何有效地实现教育资源的传递，进一步
提高教育教学效果，认真探索其内在的规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亟待解决的课题。
为此，我们与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合作，组织了一批多年来从事网络教育课程教学的教师，结合网络
教育的学习方式，陆续编撰出版一批包括图书、课程光盘等在内的远程教育系列教材，以期逐步建立
以学科为先导的、适合网络教育学生使用的教材结构体系。
　　掌握学科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把握学科的基本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在实践中独立发现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我们组织教材编写的一个主要目的。
系列教材包括了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英语等全国统考科目，也将涉及管理、法学、国际贸易、化工
等多学科领域的专业教材。
　　根据网络教育学习方式的特点编写教材，既是网络教育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网络教育
的一次全新尝试。
本套教材的编写凝聚了华东理工大学众多在学科研究和网络教育领域中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教学
策划人员的心血，希望它们的出版能对广大网络教育学习者进一步提高学习效率予以帮助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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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主要论述了经济法的概念与特征、产生与发展、基本原则、与相关法
的关系、经济法关系等内容，它统领教材的其他内容；第二部分为经济法主体，主要阐述了国有企业
与集体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企业破产等经济法主体制度；第三部分是市场规
制法，主要论及财政法、税法、金融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的基本法律问题；第四部分是市场规制
法，涉及反不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调整市场规制关系的法律；第
五部分是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涉及有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领域的主要法律制度；第六部分为经济诉讼与
经济仲裁法，旨在为经济法实体权利的实现提供程序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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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体法律活动的指导思
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灵魂，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①同样，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所依据的准则和标准，体现着经济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贯
穿于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
　　一、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说，“法始终是一种一般的陈述”。
②马克思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
③这些论述都引导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法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法具有普遍性。
法律在历史条件和人类理性的限制下总是具有许多普遍性、一般性的规定，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只能
进行类的规范和调整而不能个别调整。
它不能进行一人一法、一事一法的规定，为了普遍的适用只能抽象规定。
　　法作为一种普遍性规范，与它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以下矛盾：　　（1）法所调整的社会关
系是具体的，因此法的普遍性规定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之间总是有着相当的距离，不可能一一对应。
　　（2）法是相对稳定的而社会关系是不断变化的。
法之所以只是普遍性规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保持法的相对稳定性，并以此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
准则。
但社会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法律总是处于超前或者滞后的状况。
　　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法官往往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种自由裁量需要一定的限制，达到既
要克服成文法法律规定有限，不能涵盖社会关系的各种情况的局限，又不能出现“法官立法”的情况
，这种任务只能由法律的基本原则来完成。
可以说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法自身所固有的矛盾和局限决定的。
　　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相对于其他社会关系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复杂性等特点，必须使用普
遍性规定调整；经济关系也是最活跃的社会关系，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只有通过经济
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相结合的方式，才能解决好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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