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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一本体现经济法应用性特点，突出高职教育特色的经济法教材，是广大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教
学工作者和高职高专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共同心愿。
基于这一考虑，中南大学出版社组织高职院校经济法课程教学的骨干教师编写了本教材。
　　本教材在强调高职高专教育特色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经济法课程教学特点，坚持宁缺毋滥、课证
融通、讲练结合、突出案例教学的原则，力求提高教材与教学实践的符合度，突出技能培养，突出高
职教育特色。
　　一是教材结构突出模块化。
本教材虽然名为《经济法概论》，但不追求经济法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而是以满足高职高专经济管
理类不同专业对经济法课程的不同教学需要为目标，将教材分为公共教学模块（第一、二、三编）和
专业教学模块（第四、五、六、七编），不同专业可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标准按“公共教学模
块+专业教学模块”方式选择教学内容。
　　二是教学手段突出案例教学。
本教材每章在讲授知识之前先通过案例导学，将学生思维带入特定的真实的（仿真的）法律实践中，
在每章中间视需要还插入案例分析，并以思考案例引导学生复习运用所学法律知识结束，真正实现由
案例教学入手，以案例教学结束。
　　三是教学内容突出课证融通。
本教材在实现课程教学与经济管理类专业职业技能资格认证的融通上进行了大胆尝试，力求实现课程
教学内容、要求与职业技能资格认证的内容和要求融会贯通，做到理论精讲，考证内容讲透，按职业
技能资格认证要求对教材内容进行取舍。
　　本教材是编者们在高职高专经济法教学中的经验总结，更是为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所做
的一种大胆探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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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在强调高职高专教育特色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经济法课程教学特点，坚持宁缺毋滥、课证
融通、讲练结合、突出案例教学的原则，力求提高教材与教学实践的符合度，突出技能培养，突出高
职教育特色。
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法导论；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市场运行法律制度；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贸易法律
制度；金融法律制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等。
本教材每章在讲授知识之前先通过案例导学，将学生思维带入特定的真实的(仿真的)法律实践中，在
每章中间视需要还插入案例分析，并以思考案例引导学生复习运用所学法律知识结束，真正实现由案
例教学入手，以案例教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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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经济法的特征及基本原则　　1．经济法的特征　　经济法具有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征，即国
家意志性、规范性和强制性。
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综合性。
经济法是多种学科综合发展的产物，表现为：在调整手段上，经济法将各种法律调整手段有机地结合
起来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以达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在规范构成上，经济法是一系列单
行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在调整范围上，经济法既包括宏观经济领域的管理和调控关系，也包括微观
经济领域的管理和协作关系。
　　（2）经济性。
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它同社会经济的关系更为直接，更紧密。
它的基本内容是有关经济的权利和义务，它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维护经济秩序，
保障经济的健康发展，且经济法只在经济领域主要是经济调控和干预领域中适用，对非经济领域不产
生法律效力。
　　（3）政策性。
经济立法反映着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体现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法的任务是实现一定
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要求。
经济法的调整往往是政策先行，并赋予政策以法律的效力，经济法受经济形势、经济政策变化的影响
也时常处于变化之中，它的执法和司法力度受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因而政策性特点显著，如产业政
策法、金融和外汇管理法、反垄断法等在这方面就比较典型。
　　（4）全局性。
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是以国民经济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进行统一的法律调整，并且这种调整
总是为着一定的经济目的，即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宏观经济目的。
尽管宏观经济目的往往是通过促进或限制某方面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的，但这种促进或限制，是服从于
国家经济整体利益的，是为了达到宏观调控经济与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的。
　　2．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寓于经济法律之中的对经济立法、经济执法、
经济司法以及经济法研究具有普及意义的根本指导思想或准则，是经济法律应有的基本精神、基本理
念。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能够全面反映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和内在规律。
惟有如此，方能保证经济法正确地发挥调整功能，保证基本原则本身真正成为指导经济立法、经济执
法、经济司法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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