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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法概论”课程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专科金融学、会计学和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基础理论课。
本书供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辅导和学习过程中与主教材配合使用。
根据主教材对经济法理论阐述的程度及教学要求编写了本书。
介绍了民法基础知识、企业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工业产权法律
制度、竞争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律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等知识。
本书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学习目标和重点、难点问题解析。
这一部分主要对教材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较抽象和难以理解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归纳和补充
，目的是帮助学生准确地理解经济法的相关理论。
另一部分是综合练习。
按照本课程的特点及考试的有关要求，设计了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分析题、问答题和案例
分析题等题型，目的是通过习题的训练，帮助广大学生巩固所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本书对主教材内容略有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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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形式上是采取国家意志形态的。
国家意志性是法的基本特征。
（3）法采用国家意志形态是为了取得普遍遵守的形式，是为了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在凌驾于社会之
上的国家机器的统治下，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4）并非所有国家意志都采取法的形式，并非所有国家机关认可和制定的文件都是法。
只有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通过特定的立法方式和程序制定或认可的规范性文件才是法。
第二，法是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规范。
其含义为：（1）法的主要内容是由规定权利、义务的条文构成的。
（2）法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的。
（3）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是由国家予以保证实现的，与其他社会规范中的权利、义务的概念和含
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三，法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
其含义为：（1）法是一种具有明确形式和严格界限的社会规范，能为人们提供可以预知的行为模式
、行为标准和方向。
（2）法是具有普遍性（或称概括性）的行为规范。
凡在国家权力管辖和法律调整的范围、期限内。
其对所有社会成员及其活动，在同样条件下都是普遍适用、反复适用的，具有普遍的、经久的约束力
、保障力。
在此范围内，任何人任何时候的合法行为都会受到保护，任何人任何时候的违法行为都会受到制裁。
第四，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
其含义为：（1）法的强制性是由国家提供和保证的，因而与一般社会规范的强制性不同。
它是具有最强强制性的规范，违者要受到国家机器的强制制裁。
（2）这种国家强制力的物质形态，表现为一系列的国家强制机关，如警察、法院、监狱、军队及其
他执法组织。
（3）法的国家强制性与人们的自觉守法是不矛盾的。
社会主义法的实施和实现，其主要原动力是人们的自觉意识，但这并不否定社会主义法仍然是以国家
强制力作为其实施的后盾和根本保障的。
法的职能即法的功能，具体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执行公共事务功能等。
（二）法的渊源与结构法的渊源是指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法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
从法的历史看，法的渊源主要包括：习惯法、君主敕令、法律学说、判例、规范性文件和国际条约。
我国法的渊源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国际条约等。
其中，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法的结构是指法律规范、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所组成的内部结构形式。
法律规范是一种最发达、最完善的社会规范，是构成法的最基本的组织细胞。
它通常由假定、处理、制裁三部分要素构成。
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划分法律部门的基本依据，同时划分法律部门还应该辅之以调整方法、基本原
则等区分标准。
我国法律部门主要有：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劳动法、婚姻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
讼法、组织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
法律体系指的是各国以宪法为主体，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所组成的国内法的统一体系。
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都会有由现行的或即将制定的国内法所组成的不同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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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法概论学习指导(第2版)》是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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