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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经济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与实践得以不断丰富与提升。
张思明编著的《经济法概论(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反映了经济法发展的新思想，涵盖了经济
法律法规的新内容，从经济法基本原理入手，重点介绍了公司法、企业法、企业破产法、合同法、知
识产权法、竞争法、产品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金融法、财税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等内容，最后
介绍了经济纠纷解决方式。
本书在体系结构上，基本与会计从业资格、中级会计师资格以及注册会计师资格等经管类职业资格考
试内容相衔接。
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案例相结合，体系新颖，语言简明，体现经管类专业学生
的学习特点。
本书涵盖的内容较为丰富，体系较为完整，既有创新之处，又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

《经济法概论(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本科教材，也可作为国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相关工作人员以及法律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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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法是诸多法律部门中的一个年轻的部门法，是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
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有不少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甚至还有一些单行法规。
但它们充其量也只是广义经济法的某种历史形态，既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更不是独立的科学意义
上的经济法。
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是现代社会和工业经济的产物。
经济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健全和完善，对促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资本主义经济法的兴起和发展　　“经济法”一词，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摩莱里
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书中首先使用的。
摩莱里认为，社会产品分配上的弊端是私有制产生的直接根源，因而他从分配上确立社会经济生活的
主要原则，已含有现代经济法最基本的特征，即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一词，一般认为是德国学者莱特在1906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年鉴》最先提出
的。
当时正是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
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出现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
矛盾日益加剧，经济危机不断爆发，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全社会的共同利益
。
为了解决矛盾，克服危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放弃自由放任的政策，运用国家经济权力实施
宏观调控，于是就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概念。
　　（一）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立法　　17世纪到18世纪，以英国为龙头，西方国家相继走上了
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因此，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维护契约自由、个人利益和自由竞争为宗旨的民商法得到了较大发展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民法典》和《法国商法典》的出台。
在这个时期，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发生了较大变化，“诸法合体”的格局不复存在，部门法的划分取
得快速发展，以调整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为特征的民商法成为法律的主要形式，但公共利益价值未得
到应有的重视。
（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立法自由竞争必然导致资本的集中和垄断。
从19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
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出现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垄断，开始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导致大量的企业经济困顿甚至走向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生产和资本更加集中。
垄断组织控制生产和销售，限制自由竞争，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
于是，资本主义各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企图避免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
例如，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于1914年通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赋
予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违禁命令的权利，并对于违禁的工商企业，可以提交法院审理；同年，国会又
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作了全面的修改和补充。
以上三项法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法的最早形式，其中《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被认为是现代经济法诞生
的标志。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都面临着调整和振兴经济的问题
。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垄断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危机日益频繁。
因此，西方各国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为保证国家有效地干预经济，西方各国加强了经济立法，使经济法得到迅速发展，并深入到经济生活
的各个领域，成为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
同时，适合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国际经济立法正在酝酿形成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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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思明编著的《经济法概论(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反映了经济法发展的新思想，涵盖了经济
法律法规的新内容，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本科教材，也可作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相
关工作人员以及法律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概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