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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之一，是对经济法研究和教学的经验的总结和提炼。
本书在坚持教材的通说性和规范性的前提下，在内容和体系上都有一定的发展和创新。
在教材的编写格式上，各章章首设置了内容提要、关键词，各章附录部分设计了本章重点问题提示、
参考文献、思考题，以便学生课后复习、拓宽知识面和深入思考之需。
对经济法学界的一些新思维、新观点、新原理、新体系进行合乎教学目的之用的整理，在目前经济法
学界达成的共识上，还对一些经济法的热点、难点等前沿问题做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探素，以便让学
生既掌握经济法学的基本知识，又密切关注经济法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本书不仅适合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教科书，亦可供其他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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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大洪　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经济法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兼
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
主要从事经济法、企业公司法、法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了国家级、省部级七项项目和课题的研
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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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经济法的概念　　第二节　经济法与相关概念的界限　　一、经济法与经济法学　　经
济法与经济法学，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
经济法及其发展规律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为经济法的完善发展创造了条件
，经济法学所提出的各种经济法学说、概念、理论、原理及对各种经济法制度建设的探讨为经济法的
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可借鉴的建议。
经济法与经济法学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属于不同的范畴。
不过，有学者在重新考察了经济在我国初始使用的含义之后，又发现，经济法被分化出了新的语义，
这一语义使经济法在某些时候等同于经济法学。
　　二、经济的法与经济法　　“经济的法”的观点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问题，因而
凡是与经济有关的法统统可称之为经济法。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上的经济法，其法域几乎涉及部门法体制下的所有部门。
“经济法”则是更多地从狭义的角度讲的，这一语义被严格限定在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特定范畴之内
，即只有反映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干预、参与及调节经济，以及社会公益等经济法本质属性，且调整
特定经济关系的法，才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三、经济法学与法经济学　　法学和经济学的相互渗透和交叉，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表现
之一，集中体现在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法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方法来解构法律的成长规律、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核心思
想是“效益”。
它侧重于用经济学的准则和价值观来评判法律问题，认为一切法律都应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
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
经济法学是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部门法学，探讨经济法理论问题并揭示经济法规律的法学学科
。
它侧重于用法学的准则和价值观分析经济问题，研究对特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或规制。
二者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
　　（一）两者的联系　　两者的联系体现在，都是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现实和法律现象进
行研究的理论，都涉及法学和经济学理论，都研究法律制度与经济运行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两者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理论、目
的的不同等方面。
　　1．在研究对象上　　法经济学几乎涉及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
、行政法；而经济法学则仅以经济法这一部门法为研究对象。
　　2．在研究方法上　　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理论方法来研究探讨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运行及其他
具体的法律问题，主要对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判例进行经济分析，它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在
于它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经济法学运用法学理论方法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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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之一，是对经济法研究和教学的经验的总结和提炼。
全书共分四篇二十章，内容包括经济法总论、经济法主体、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等。
本书不仅适合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教科书，亦可供其他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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