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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高等教育已进入了大众教育阶段，社会对人才资源的需求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对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需求更为突出。在借鉴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经验和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国情的基础上，我们在以新经济、新技术、新产品发展为平台的
专业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都有许多工作要做。为促进高等职业教育
的提高和发展，突出高等职业教育中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旨，充分发挥老教授协会的作用，在有着丰
富教学经验、实践经验和工程背景的老教授们的指导下，由一批具备“双师”型的优秀中、青年骨干
教师编写了这套面向高职高专水平读者的系列规划教材。本着有利于提高学习者的思维能力、动手能
力、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宗旨，处理好本系列规划教材与教学要求的统一性与多元化，形成在校学
习需求与毕业职业需求的互补，力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特色鲜明、一纲多本、多门类配套、知行并重的
系列教材。本系列规划教材的内容涵盖了信息、建筑、汽车、经管、文法、外语等学科。书中汇集了
各领域国内外先进的经验以及有价值的数据资料，力求理论阐述清楚、叙述简洁，并提供了较丰富的
实用技术知识。本系列规划教材适用于高等职业学院、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教育学院等应用型课程教
学，也可作为相关在职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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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经济法概述学习目标本章是全书学习的基础，学习本章，主要掌握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经济
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经济法的特点与基本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等内容。重点难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第一节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一、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法是由一定的
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
，它通过对人们权利、义务的规定，确认、保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经济关系是指以
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关
系是人类社会最广泛、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存在、延续和发展的基础。调整经济关系的法
律规范，自人类有了阶级和国家就已经出现。在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的立法中，已经存在相当多
的有关国家对经济实施管理的立法。与当时简单生产经济关系相适应，调整不同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共存于“诸法合一”的法律大全中。据考证最早的调整简单生产经济关系的法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
世纪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其中就有体现
国家对经济实行一定程度管理的内容。1975年，在中国湖北省云梦发掘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有
“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工律”、“均工律”等经济法规，对农田水利、旱涝风灾、
作物生长、牛马饲料、种子保管等都有所规定+，这说明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的统治者在“诸法合一
”的法律制度中，已经重视用经济法律规范调整经济关系。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在政治
上宣扬“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在经济上确认市场在整个经济资源配置中的核心
地位，奉行自由竞争主义。与此相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把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从“诸法合一”中
分立出来，制定了民法典，有的还制定了商法典。如法国于1804年颁布《法国民法典》、1807年颁布
《法国商法典》。尽管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颁布了一些单行的经济法规，如英国
在1815年颁布《谷物法》、1833年颁布《工厂法》，法国于1793年颁布（粮限价法》，美国于1861年颁
布《莫里尔法》、1864年颁布《国家银行法》，日本在1873年颁布《地税改革条例》等，但在当时资
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对社会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干预最少
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各国干预经济仅限于不得已的程度和最小的范围。就总体而言，以调整平等
主体之间经济关系为特征的民法和商法成为法律的主要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引
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垄断。垄断又加剧竞争，垄断和竞争同时并存，使得资本
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以及为满足资本扩张需要而进行的战争，
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转变政府职能的动因。为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摆脱经济困境，资本主义国家
的经济政策纷纷由“自由放任主义”转向“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对于市
场而言，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一个以国家权力干预国民经济为基础的新的法规群——经济
法应运而生。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1．现代经济法的产生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1890年美国颁布了《谢尔曼法》，标志着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因为美国的经济立法领域仅限于反垄
断法和限制竞争，所以对其他国家影响不大。对经济法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一战
时期的德国。德国1915年颁布《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1916年颁布《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
施令》；1919年颁布《魏玛宪法》，在奉行“经济自由”、“契约自由”的同时，确立“社会化”原
则，规定许多对私有制实行限制的措施，并授权政府可以对全国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和管制。国民
会议和联邦国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如1919年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
》、《防止滥用经济权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规，从而开创了把经济法这个概念明确用于立法本身的
先河。2．经济法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阶段（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至二战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
使美国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罗斯福上任后，通过颁布经济立法全面干预经济生活。这期间，美国
颁布了70多部经济法令，如《紧急银行条例》、《金融改革法案》、《产业复兴法案》、《新农业法
》、《国家劳动关系法》、《恢复和救济法》等。日本为应对1929年经济危机，在产业方面，商工省
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1931年颁布《重要产业统制法》，首次明确赋予政府干预重要产业的权力，颁
布《物质动员计划》、《生产力扩充计划》，对军工产业给予扶持；1941年颁布《重要产业团体令》
，对电气业、渔业、外汇、钢铁业等产业实施统制。二战后，日本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为了将有限资
源聚集起来，合理配置发挥最大效用，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等方式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颁布《物价统
制令》、《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等，建立以大米、煤、鲜活食品、日用品为基础的官方物价体系，
对重要物资实行管制。1946年、1950年分别制定《贸易资金特别会计法》、《外汇管理令》、《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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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规则》等法令，对贸易进行管制。3．经济法立法体系趋于完备阶段（20世纪50—80年代）1952年
始，日本进入20年高速发展期，这时期的重要立法有《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中小企业基本法》、
《农业基本法》、《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围绕摆脱危机、振兴经济，通
过立法活动不断完善原有的各种经济法，这一时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机防止法》、《稳定国民生活紧
急措施法》、《石油供应适度化法》、《中小企业破产互助法》。这是经济法从其立法中逐渐剔除非
经济性因素，立法体系趋于完备的阶段。4．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发展
体现为下面两个特点：一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出了反垄断法，出现了制定反垄断法的热潮；二是整
体上经济法的内容和体系变得更加完善和科学化。三、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法是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产生的。经济法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兴起，是多种
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推动，受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
的推动。中国经济法是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后产生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和保证，纵观中国经济
法的历史，从萌芽到基本建构起自己的体系，具体地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年
）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
，是经济法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经济法主要在于移植和借鉴国外的经济立法，当时颁布
了大量的经济法律规范，为应对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第二阶段（1993年至今）是中国经
济法蓬勃兴起和走向成熟的时期。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
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通过经济法律的形式逐渐削弱经济中的计划成分，提升市场因素在经济
发展中的地位。10多年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需要，国家颁布了大量经
济法律法规，使中国经济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也为经济法体系的初步形成提供了
立法实践基础。第二节经济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一、经济法的概念能否科学地揭示和界定经济法的概
念，不仅关系到经济法理论框架的构建，而且直接决定着经济法能否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存在。自
经济法概念被引人中国后，对经济法概念的研讨始终是中国经济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高度关注的热
点问题之一。对经济法的概念作出各种不同的界定，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法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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