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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文华，男，1932年6月13日生，河南省林州市人，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最早的经济法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法创始人之一，享爱
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政府专家津贴。北京培黎职业学院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市经济法学会名誉会
长。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兼职和社会活动：曾任国有资产产权纠纷调处委员会委员，北京市
经济法学会会长，北京培黎职业学院校长、院长、董事长，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政法系主任。管兼任多
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曾兼任多个政府部门法制顾问，曾兼任多个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和顾问
。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多次参加多项经济立法的调研、起草、修改、审定等工作。教学和科研活动：
先后在各种类型、各个学位班次主讲经济法基础理论、计划法、经济台同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集体企业法、基本建设法、环境保护法、统计法、商标法、公司法等。主要著作有：专著《中国经
济法基础理论》，主编《经济法基础理论教程》（教育部审定的全国经济法教材）、《中国经济法教
程》、《经济法律通论》（教育部审定，全国高等工商管理专业核心教材）、《经济法概论》、《新
编经济法学》、《实用经济法》等，主持编著《中国经济法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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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録
1981-1993
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简史
初论经济法的地位问题
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主体理论
略论经济法规体系的建立问题
“纵横统一说”是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
再论经济法规体系的建立问题
经济法产生的一般原因和规律
计划法简论
论民法与经济法的协调发展
关于经济立法和经济法学研究的几点看法 
两岸直接双向经贸交流乃必然趋势
工业企业的概念
关于经济民主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理论
经济法的本质和特征
走协调结合之路——关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要注意搞好三个协调结合
合同的发展与经济合同
1994-1999
当前经济法学理论研究中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谈宏观调控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若干思考
论我国产品质量法的性质和特征
国有大中型企业综合改革问题探讨
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掌握规律，揭示本质——谈经济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走自己的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法律体系
党代会前夕关于若干理论问题的浮想断篇
法人与法人财产权辨析(论纲)
中国经济法是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产物
运用经济法理论加强经济立法
国家在经济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2001-2009
中国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纲要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理论和革命实践培育了我的经济法思想
经济法的本质和灵魂
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基础问题
辨析与争鸣，开创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经济法本源论——“社会基本矛盾论”是解释和解决
经济法系列问题的理论基础
对市场应是经济管理，而非行政管理
“非典”过后的法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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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
质疑“商法热”
关于竞争、合作与反垄断的思考
市场经济、经济法制与行业协会
传统法律体系理论需要改革和创新
在天津市法学会经济法学分会成立大会暨“房地产市
场法律规制与调控研讨会”上的发言
“上”、“下”之辨
也谈民主
从当前金融危机看经济法的价值
附录
经济法基础理论教学大纲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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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速度问题。过去，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制订计划时，往往是指标过高，速度过快
，不从国情出发，不量国力而行。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计划要留有余地。”我们多年来在编制计
划时却是很少考虑这点的。指标过高主要是基本建设指标过高，片面追求高速度；片面追求建新厂，
铺新摊子，不注意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更新。 5.经济布局问题。经济布局方面问题主要有两个：一
是缺乏统筹规划，经济布局摆动幅度太大，频繁变动。有时强调沿海工业区为主，有时又强调内地为
主。经济布局方面没有长远规划，特别是1964年大搞三线，急如星火地采用军事大调动的办法，把大
批人力、物力、财力转向三线，多年来在三线投资1000多亿元。三线建设有许多地方是成功的，奠定
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基础、经济基础。但在当时，这种大搞三线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把国防原则和经济
原则对立起来。只考虑国防战备需要，对经济方面需要则考虑不够。很多三线企业靠山、分散、钻洞
，看来是基于战备需要，实际上是一种小生产者观念的反应。我们现在搞的是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
不是过去的小作坊。只考虑把车间建在山洞里是绝对保险的，但却不知道这个车间的生产是靠电力和
运输来保证的。一旦打起仗来，敌人在这些方面卡住我们的脖子，这个车间就不得不停工，设备也将
变成一堆废铁。所以，三线的一些企业项目，在建设布局上是不合理的，不配套的，影响了它们的经
济效益。现在再想搞一些流水线生产作业就很难搞。“七五”计划已明确规定，把我国划分为东、中
、西三部地带，每个地带在“七五”期间的发展重点都非常明确，我国整体布局已经落实。经济布局
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不注意发挥各地区的优势，片面强调各省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影响了各
地区优势的发挥，影响了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如山西省主要是煤炭资源，它就应该发挥煤炭的优势，
其他工业也要搞，但应以这一优势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而不应片面强调“小而全”、“大而全”，
片面强调自成体系。有一阵我们曾强调要解决“北煤南运”和“南粮北调”的问题，这样一些121号并
不完全符合各地区的自然经济状况，并不完全符合发挥优势的指导思想。我们是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
，统一的市场，应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发挥优势，互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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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协调结合之路:刘文华文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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