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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法是在资本主义时期，伴随着垄断的出现、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制度化过程中产生的。
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产生的。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立法活动，经济法在我国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学习和掌握经济法的一般理论和基本知识，成为每一位经济、管理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经济法概论》就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为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管理类专业本科生开设的公共基础
课程，本书就是为开设该课程而编写的教材。
由于本书材料新颖，针对性强，也广泛适合于经济、管理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自学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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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共有共有是两人以上对同一财产共享所有权。
我国《物权法》第93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
”共有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包括法人、合伙等）。
共有是所有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与一般所有权相比，它具有以下特征：1.共有具有两个以上的权利主
体。
财产无论是所有还是共有，都只有一个所有权，只不过共有是两个以上主体共同享有该所有权，而一
般的所有权则是由单一主体独享。
2.共有的客体只能是同一项财产。
这里的同一项财产不仅指单一的财产（如一辆汽车），也可以是若干可分的财产的综合（如由生产设
备、厂房、流动资金等组成的企业）。
共有的财产无论是单一的还是综合的，共有人的权利和义务都共同指向这项财产整体，并共同指向组
成该项财产的每一个部分。
3.从共有的法律关系来看，共有一方面对于非共有人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和充分性的特征；另一方面
，由于共有有两个以上权利主体，这就必然要产生共有人之间内部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
根据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同，可将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两种。
（1）按份共有。
这是指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预先确定的份额享有所有权。
按份共有具有如下特点：①按份共有是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共同享有一个所有权。
共有人的份额是事先依法定或依合同约定的，各共有人之间的份额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相等。
这种共有关系通常是根据各共有人的共同意志，将原来独立的几个所有权联合起来而形成的。
例如，一些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
②按份共有人在内部按各自享有的财产份额，分享财产的收益，分担共有财产需支出的费用，对外则
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承担连带责任（如合伙组织的合伙人），或承担按份责任（如有限责任公
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③按份共有财产的处分或者重大修缮，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占份额2／3以上的按份共有人的
同意。
④按份共有人对自己拥有的财产份额可以要求分出，也可以转让他人，但转让时，在同等条件下，其
他共有人有优先购买权，或依据法律的专门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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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济法是在资本主义时期，伴随着垄断的出现、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制度化过程中产生的。
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产生的。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立法活动，经济法在我国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学习和掌握经济法的一般理论和基本知识，成为每一位经济、管理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经济法概论》就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为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管理类专业本科生开设的公共基础
课程，本书就是为开设该课程而编写的教材。
由于本书材料新颖，针对性强，也广泛适合于经济、管理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自学参考之用。
由于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不长，因此，有关经济法的许
多问题在学术界争论颇多，分歧很大。
与此相应，目前在我国反映不同观点的各种经济法论著和教科书，也是不可悉数。
本书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发，致力于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模式。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市场关系必然要从与国家行政关系的融合中分离出来获得独立意义，国
家对整个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及过程的直接的行政支配地位将发生根本转变。
国家（政府）的行为更多地表现为单纯的行政性行为，规范这类行为的法律主要是行政法。
而获得了独立意义的市场关系，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发生的，法律对于单纯的市场关系的调整，
主要是通过民法来实现。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市场之间并不是相互隔绝的，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
经济法正是调整国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
全书围绕着这一观点，对规范我国现实经济关系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本书由马洪主编。
全书各章分别由以下同志撰稿：马洪（绪论，第一、二、三、六、十一、十二章，后记）；张燕强（
第四、十四章）；李慧凤（第五、十章）；李红梅（第七、八、九章）；赵维加（第十三、十八章）
；周燕（第十五、十七章）；周杰普（第十六章）；刘西林（第十九、二十章）。
限于作者水平，本书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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