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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指出：我国已经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经济法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门法。
它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法制建设而兴起和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体制改革和国家法制建设。
由于经济法乃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是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依据和保障，也是对这种国家权力的重
要法律规制，因此，它不仅密切关系到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也密切关系着国家的政治体制改
革问题，关系到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
有鉴于此，2010年的全国经济法学年会和漆多俊学术团队每年一届的博士论坛，均以“经济法与我国
的民主宪政建设”为主题展开研讨，与会专家学者提交了许多质量较高的论文。
所以本卷《经济法论丛》专设了“经济法与民主宪政”栏目。
　　本栏目重点推出3篇文章。
李永成和刘德刚先生合著的《协商民主与经济法民主观的建构》认为，作为民主在当代最新发展的协
商民主对公共参与和理性协商的强调及其作为程序民主的特质，完全契合经济法的实践诉求，而且协
商民主观还意味着经济法视野下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共和”，彰显着经济法的社会正义理念。
李国海教授的《经济民主：反垄断法的宪政价值》重点论证了反垄断法推动和维护经济民主的功能和
价值，立论高远，结论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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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经济法与民主宪政协商民主与经济法民主观的建构经济民主：反垄断法的宪政价值也论国家调节权金
融法论网上证券欺诈监管措施的构建金融危机以来的欧盟银行法变革：发展趋势与经验借鉴我国银团
贷款所遭遇的瓶颈与对策问题分析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经济法应对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风险防控机制研
究比较法研究缺陷产品的救济与管制：澳门与内地法律冲突与协调经济法视域下中美房地产市场宏观
调控之比鉴与反思中国服务贸易法律制度与管理体系的完善：一个比较法的研究域外法《澳大利
亚2008年合并指南》评析后危机时代的竞争制度拓展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审判规则经济法的实施经济
法案件中检察能动性研究经济法国际化发展趋势下对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反思从权力设定、行使到违法
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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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理论层面的分析就理论层面而言，笔者认为，以协商民主来建构经济法的民主观更契
合经济法本身内在的诉求。
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协商民主的旨趣更契合经济法的社会公共性的本质特征。
协商民主的旨趣是社会公共事务，具体而言，就是社会成员为了维护和促进社会整体利益而通过公共
参与和理性协商的方式共同解决社会公共事务。
可以说，协商民主所致力的目标就是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解决以及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和促进。
据此，社会公共性就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特征，社会整体利益也成为协商民主的基本指向。
而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公共性，经济法之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社会整体利益，因此，经济法要建
构自身的民主观，必须倚重于一种能够体现社会公共性并能够维护和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民主样式。
而从现代民主的发展来看，只有协商民主与经济法民主观建构之要求最相契合。
由此可见，在对待民主的问题上，协商民主与经济法具有天然的亲缘性。
第二，协商民主的特质更契合经济法制度构建之需求。
协商民主以公共参与和理性协商为内核，拥有比直接民主程序机制更具可行性，比间接民主程序机制
更具公共性的协商程序机制；①它更强调广泛的共识达成的过程，而非“统计式的结果”，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多数暴政”。
协商民主的这些特质也使其更契合经济法制度构建之需求。
具体来说，在经济法视野下，就公共参与而言，首先，它遵循了公共性问题民主化解决的原则，秉待
了利益相关人评判自身利益的朴素立场，因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主体只可能是特定情势下不特定的公众
。
而“公共的事大家做主”正是民主的基本内涵。
因而，只有通过公共参与，经济法的相关制度安排才能反映更多的社会成员的意志和利益。
其次，它在相当程度上突出了社会权力的“限政”功能，①能够有效制约政府干预权的运用和行使。
应当说，随着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社会的公共领域在不断扩大，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应主动
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在保障社会公益、提升社会福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政府权力的这种扩张打破和突破了传统权力体制内的制衡格局，由此，要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
，就需要从权力体制内转向权力体制外，重视社会对政府权力的参与和制约。
显然，经济法视野下的政府干预权也应接受社会汉力的评判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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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法论丛(2011年上卷 总第20卷)》是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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