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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经济法学的概念和地位　　（一）经济法学的概念　　经济法学是研究经济法及其发展规律
的法学学科。
对此。
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经济法学是一门法学学科。
　　法学是研究法及其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
所谓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
法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是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学科。
它与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社会学、文学、史学等同属于社会科学体系的其他学科，既有共性，
又有个性。
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各自研究的社会现象不同。
法学是以法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
　　经济法学是一门法学学科。
它与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同属于法学体系的其他学科，也是有共性，有个
性。
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各自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第二，经济法学以经济法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
　　毛泽东同志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
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①可见，我们要在正确认识经济法学是一门法学学科的同时，必须明确它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
的矛盾性，从而搞清楚经济法学不同于法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的特殊本质，将经济法学同其他事物区分
开来。
　　我们认为，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法及其发展规律。
这就是说，经济法学不仅研究经济法，而且研究经济法的发展规律；不仅研究经济法的现状，而且研
究经济法的历史发展；不仅研究静态的经济法，而且研究动态的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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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经济法学》（第四版）出版以来，我国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又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经济法学
又有了新的发展。
为了及时反映经济法制建设新成果、新经验和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新水平，《经济法学》的主编和撰稿
人除了对本教材第四版的序言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主要是对不少章节的如下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
：一是在“经济法总论”部分，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经济法的法域属性、经济法体系的结构、
经济法制定的现状以及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诉讼法》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和深刻的
论述；二是根据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
断法》的规定，重新撰写了“反垄断法律制度”这一章；三是根据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于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的规定，对“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律制度”这一章作了相应修改；四是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于2008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对“国有资产
管理法律制度”这一章作了较大修改；五是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对“能源法律制度”一章中的有关部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改
和论述；六是根据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第三十一次会议先后于2007年6月29日和同年12
月29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的规定，以及国务院第三十四次
常务会议于2008年11月5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
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对“税收法律制度”一章中的有关部分作
了相应修改。
此外，还对有些章节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总之，本教材第五版在力求反映经济法理论研究与教材编写的最新水平方面，又有了进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学>>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编  经济法总论　第一章  经济法的概念  　第一节  经济法概念的语源  　第二节  经济法的调
整对象  　第三节  经济法的定义　第二章  经济法的地位  　第一节  经济法地位的概念  　第二节  经济
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  　第三节  经济法与相关法的关系  　第四节  经济法的法域属性　第三章  经
济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第二节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认  　第三节  经济
法基本原则的构成  　第四节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作用　第四章  经济法的体系和渊源  　第一节  经济法
的体系  　第二节  经济法的渊源　第五章  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 　 第一节  经济法的制定  　第二节  经
济法的实施第二编  经济组织法　第六章  公司法律制度  　第一节  公司法概述  　第二节  公司的设立
和组织机构  　第三节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  　第四节  公司债
券  　第五节  公司财务、会计  　第六节  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和公司解散、清算  　第七节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第八节  违反公司法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律制度  　第
一节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概述  　第二节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三节  全民
所有制工业企业权利和义务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内部领导制度  　第五节  全
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和政府的关系  　第六节  违反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法律责任　第八章  合伙企业
法律制度  　第一节  合伙企业法概述  　第二节  普通合伙企业的设立  　第三节  普通合伙企业的财产  
　第四节  普通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  　第五节  普通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关系  　第六节  普通合伙企业
的入伙、退伙  　第七节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第八节  有限合伙企业  　第九节  合伙企业的解散、
清算　第九章  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第一节  个人独资企业法概述  　第二节  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 
　第三节  个人独资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节  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及事务管理  　第五节  个人独
资企业的解散和清算　第十章  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  　第一节  外商投资企业法概述  　第二节  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  　第三节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第四节  外资企业法第三编  市场监管法　第十一章 
反垄断法律制度 　 第一节  垄断和反垄断法概述  　第二节  对垄断协议的规制  　第三节  对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的规制  　第四节  对经营者集中的规制  　第五节  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
制  　第六节  反垄断法的实施  　第七节  法律责任　第十二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  　第一节  反不
正当竞争立法  　第二节  不正当竞争行为概述  　第三节  市场混淆行为  　第四节  商业贿赂  　第五节  
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第六节  侵犯商业秘密  　第七节  违反规定的有奖销售  　第八节  商业诽谤　
第十三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第一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述  　第二节  消费者的权利与经营
者的义务  　第三节  消费者权益的国家保护与社会保护  　第四节  权益争议的解决与法律责任的确定
　第十四章  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第一节  产品质量法概述  　第二节  各级人民政府的产品质量责任和
产品质量监督体制  　第三节  产品质量的监督  　第四节  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
五节  损害赔偿  　第六节  罚则　第十五章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概
述  　第二节  房地产开发用地管理  　第三节  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  　第四节  房地产交易管理  　第五
节  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  　第六节  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法律责任　第十六章  证券法律制度 　 第
一节  证券和证券法概述  　第二节  证券市场的主体  　第三节  证券发行制度  　第四节  证券上市  　第
五节  证券交易  　第六节  上市公司收购  　第七节  证券监管制度  　第八节  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制度　
第十七章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概述  　第二节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及其职责  　第三节  银行业监督管理措施  　第四节  法律责任第四编  宏观调控法　第十八章  计划和
统计法律制度 　 第一节  计划法  　第二节  统计法　第十九章  固定资产投资法律制度  　第一节  固定
资产投资法的概念和原则  　第二节  关于投资主体的法律规定  　第三节  关于投资资金管理的法律规
定  　第四节  关于投资项目建筑施工的法律规定  　第五节  关于投资程序的法律规定  　第六节  违反
固定资产投资法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章  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  国有资产法律制度概述  　
第二节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第三节  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第四节  国有资产产权
登记法律制度  　第五节  国有资产评估法律制度　第二十一章  自然资源法律制度 　 第一节  自然资源
法的概念和原则  　第二节  土地管理法  　第三节  森林法  　第四节  草原法  　第五节  野生动植物保护
法  　第六节  水法  　第七节  渔业法  　第八节  矿产资源法　第二十二章  能源法律制度  　第一节  能
源法的概念和能源立法  　第二节  煤炭法  　第三节  石油法  　第四节  电力法  　第五节  可再生能源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学>>

 　第六节  节  约能源法　第二十三章  财政法律制度  　第一节  财政与财政法概述  　第二节  预算法律
制度  　第三节  国债法律制度  　第四节  财政支出法律制度　第二十四章  税收法律制度  　第一节  税
法概述  　第二节  流转税法  　第三节  所得税法  　第四节  财产税法、特定行为税法和资源税法  　第
五节  税收管理与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章  中国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法律制度  　第一节  我国银行体系
的法律规定  　第二节  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职责和组织机构  　第三节  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  　
第四节  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督管理  　第五节  商业银行法律制度  　第六节  外汇管理的法律规定　
第二十六章  价格法律制度  　第一节  价格法的概念和任务  　第二节  价格和价格体系的法律规定  　
第三节  价格管理体制的法律规定  　第四节  价格监督检查的法律规定  　第五节  违反价格法的法律责
任　第二十七章  会计和审计法律制度  　第一节  会计法  　第二节  审计法　第二十八章  对外贸易法
律制度  　第一节  对外贸易法概述  　第二节  对外贸易经营者  　第三节  货物与技术进出口制度  　第
四节  国际服务贸易制度  　第五节  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调查和救济  　第六节  对外贸易促进  　
第七节  违反对外贸易法的法律责任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学>>

章节摘录

　　第二节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要明确经济法的调
整对象，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正确地确立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基本出
发点。
出发点不同，往往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得出了不符合实际的结论，甚至还以为自己的观点是有所
谓根据的。
　　大家知道，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同民法、行政法的调整对象问题是有联系的。
国内外法学界对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的调整对象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这三个法的部门的调整对象究竟怎么划分为好，是国内外法学界关于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的关系问
题讨论中的核心问题。
　　长期以来，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仅经济法、民法、行政法学界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而且
在经济法、民法、行政法学界内部也没有统一的认识。
那么，如何来判断各种观点的是非呢？
判断是非的标准当然不是看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人数的多少①，不是看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职称和职务的
高低，不是看各种不同的观点哪一种符合国内外的传统说法，也小能以国内外的某蝗现行法律规定作
为衡量各种法学观点正确与否的标准。
应该明确，真理的标准只能址社会实践。
现阶段，在我国，最大量、最重要的实践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
如果我们确定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体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要求
的，是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那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不正确的。
因此，根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确定
我国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我们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我国的经济法，应该表明和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绎济制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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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法学(第5版)》出版以来，我国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又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经济法学又有
了新的发展。
为了及时反映经济法制建设新成果、新经验和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新水平，《经济法学》的主编和撰稿
人除了对本教材第四版的序言作了必要的修改，著成《经济法学》(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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