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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主体研究》

内容概要

《经济法主体研究》是按照主体研究的路径选择、主体适格、主体类型化、主体行为边界、主体利益
的冲突与协调等层层递进的方式展开论述的。
制定法时代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只要法律是应然规则，只要社会运行矩于法律框架内，主体及其结构
的法律问题就是一个与法律的演化息息相关的命题。而法律主体应该涵盖哪些实体以及在法律层面上
如何界定这些实体等问题都应该归结到主体的观念反思中。与此同时，当我们探讨有关实证法意义上
主体的行为时，不能轻易以一种观念作为评判标准，而应运用科学的判断方法。倘若立法思维综合考
虑了各种影响因素，在合理、开放的基础上进行取舍，那么，由此产生的主体制度就一定较为合理。
民法的确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但这种反映仅仅是缘于民法在反映人性时客观上与市场经济规
律契合而已。换言之，民法可以反映市场经济的一般条件，但对市场经济要求进行解释并不是民法的
唯一目的，民法的本源性目的只有一个，即国家体制下的人性解放。与民法不同的是，经济法主体研
究之所以首先要进行人性的价值预设，其目的在于以市场失灵为切入点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究。换句
话说，市场失灵作为经济法产生的实践基础，它表明的仅仅是一些客观外化的经济社会现象，而其内
在的真正深刻原因是人性。人性是人基于生存与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天然的心理倾向。经济法的人性观
与民法的人性观有显著差异，民法是完全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展开探讨的；而经济法则是“契
约到身份”的一种理性回归。经济法主体制度的建构基础应当是身份，这绝非历史的倒退，而是作为
制度变迁产物的经济法所应作出的回应。这一特点就要求经济法对人性的探寻必须放置于社会之中，
只有如此，才能彰显经济法所需求的主体身份。从人性层面来讲，经济法要克服或矫正民法人性观的
不足，理应确立“社会人”理念，而“社会人”绝无生造或强加的意味，它是以经济学、社会学的论
证为根基的，其具体缘由为：其一，“社会人”理念与经济法的价值理念、现有具体制度是吻合的；
其二，倘若不能从人性这一症结上来深究，仅仅围绕克服已发生的市场失灵来进行制度设计，那也只
能是一种事后调整的单一方式，难以取得真正的实效。

Page 2



《经济法主体研究》

作者简介

张波，山东潍坊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法、竞争法、金
融法，出版专著一部(合著)；参编教材2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7篇，1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
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1篇被《新华文摘》篇目辑要收录；主研、参研国家级课
题3项，省部级课题2项。

Page 3



《经济法主体研究》

书籍目录

丛书总序序内容摘要Abstract绪论  一、经济法主体的研究现状  二、研究经济法主体的目的  三、研究
经济法主体的方法  四、创新之处第一章  经济法主体研究的路径选择  第一节  经济法主体研究的前提
性问题    一、经济法主体研究的基调    二、经济法主体研究的部门法立场    三、经济法主体研究的逻
辑起点    四、经济法主体研究的犬体脉络  第二节  经济法主体的历史分化与制度变迁    一、主体范畴
的思想演化    二、我国经济法主体的历史分化    三、我国经济法主体的制度变迁  第三节  经济法主体
的边界及突破    一、传统方法对经济法主体边界的确定    二、经济法主体研究的哲学反思    三、经济
法主体研究的人性路径第二章  经济法主体的适格  第一节  经济法主体适格中的哲学主体思维    一、主
体视角下经济法法律关系的检讨    二、运用哲学主体思维解读经济法主体的适格  第二节  经济法主体
适格评判的准则    一、经济法主体适格评判的成本效益准则    二、经济法主体适格评判的权利(力)配置
准则    三、经济法主体适格评判的行为效力准则  第三节  经济法主体适格的具体判断    一、传统分析
法学对经济法主体适格的启迪    二、权利(力)视域中经济法主体适格的解答第三章  经济法主体的类型
化  第一节  经济法主体类型化的基本问题    一、经济法主体类型化的价值思考    二、经济法主体类型
化的方法  第二节  经济法主体类型的实证考察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主体考证    二、《反垄
断法》中的主体考证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主体考证    四、《产品质量法》中的主体考证   
五、其他经济法律规范中的主体考证  第三节  经济法主体的具体类型解析    一、经济法语境中的消费
者    二、经济法语境中的经营者    三、经济法语境中的政府    四、经济法语境中的团体社会组织第四
章  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边界  第一节  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分析工具    一、行为经济学的一般评说    二、行
为法经济学是行为经济学的法律化  第二节  经济法主体行为边界的考量与厘定    一、经济法主体行为
边界的考量    二、经济法主体行为边界的厘定  第三节  经济法主体行为偏失的矫正    一、消费者的行
为偏失之矫正——消费正义    二、经营者的行为偏失之矫正——社会责任    三、政府的行为偏失之矫
正——责任政府    四、团体社会组织的行为偏失之矫正——连带责任第五章  经济法主体利益的冲突与
协调  第一节  经济法主体利益关系的宏观解读    一、利益主体是剖析利益关系的关键    二、经济法主
体利益关系的宏观视角  第二节  经济法主体利益冲突的认知    一、经济法主体利益冲突的认知理路    
二、经济法主体利益冲突的根源  第三节  经济法主体利益冲突的解决    一、两个典型案例    二、主体
利益冲突分析    三、经济法在解决主体利益冲突中的比较优势    四、经济法主体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
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经济法主体研究》

编辑推荐

　　经济法主体是经济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而当前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主体的研究似乎遇到了瓶颈
，需要研究视域或方法的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性论恰恰迎合了这一需求，它可以成为经济法主
体研究路径的理论支撑，为此，作者以人性论为主线，紧紧围绕着主体研究的路径选择、主体适格、
主体类型化、主体行为边界以及主体利益的冲突与协调等基本问题，采取层层递进的叙述的方式对经
济法主体制度的构建展开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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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经济活动主体是大问题，要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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