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经济法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1198230

10位ISBN编号：730119823X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守文 编

页数：348

字数：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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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学>>

内容概要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大量运用经济法的手段来应对危机，从而使经济法的
理论和制度更加受到重视。
我国近年来正在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保障社会公平，由此也使经济法的理论和制
度得到了丰富和完善。
在上述背景下，需要对《经济法学》(2008年版)作出修订。

《经济法学》(第五版)体现了2008年以来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在经济法制度方面作出的最新改进，
特别是在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领域所进行的制度调整；同时，也结合经济法的最新理论发展，
对经济法总论部分进行了适度微调，以更好地反映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最新发展。

此外，《经济法学》(第五版)作者(张守文)还对全书文字进行了校订，以使相关表述更加精准、信达
。
尽管如此，仍可能存在诸多缺失，尚待方家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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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守文，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研究领域涉及经济法、社会法、信息法等。
专著、教材主要有《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1993)、《信息法学》(1995)、《税法原理》(1999)、《经
济法理论的重构》(2004)、《财税法疏议》(2005)、《财税法学》(2007)等，并多次获得教育部、司法
部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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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证券市场规制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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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各章 推荐参考书目
索 引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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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经济法的价值体系 如前所述，经济法的价值，可以分成两大类，由此形成了经济法价
值的“二元结构”，构成了经济法价值体系的基本框架。
 在经济法价值的二元结构中，两类价值是相互对应的。
其中，前一类价值是内在价值、直接价值、基本价值、功用价值、客观价值，这些价值以一般价值理
论中的客观说、属性说等为基础。
后一类价值是外在价值、间接价值、引申价值、评判价值、主观价值，它们以一般价值论中的主观说
、效用说为基础。
上述各种价值类型，只是认知角度、分类标准上的不同。
值论中的主观说、效用说为基础。
上述各种价值类型，只是认知角度、分类标准上的不同。
在依据各种分类标准进行二元划分的情况下，它们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共同从不同的侧面和层
面，构成了经济法价值的体系。
 在经济法的价值体系中，上述的内在的客观功用价值与外在的主观评判价值分别居于不同的层面，前
者所处的层面是更为基本的；而后者则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因而是更高层次的。
可见，在价值的二元结构中，同样存在层次性，体现为基础性与高级性的差别。
此外，经济法价值的二元结构也表明，经济法的价值，作为一个体系或系统，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必须把两者相结合，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孤立地只强调其中的一个，都是不合适的。
 例如，经济法的评判价值就是以功用价值为基础而确立的更高层次的多元价值目标，如效率、公平、
秩序等，从而使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联系，做到“主观见之于客观”，进而形成
价值体系。
明确经济法价值领域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关系，以及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所构成的二元结构，对于经
济法的法制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完善，都很有意义。
 第二节 经济法的宗旨 经济法的宗旨，是经济法的调整所欲实现的目标，是经济法调整应当遵循的总
体上的、根本性的意旨。
在经济法的价值论中，有关宗旨的理论是很重要的内容，同时，对于制度实践也具有重要价值，因此
，需要探讨经济法宗旨的位阶、确立标准与方法、具体提炼与检验，以及研究价值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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