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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体法与程序法天生具有血肉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注重法的程序性研究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法治主
题，是当前和今后法学研究的一大新潮和主流。
然而，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教训之一就是重视实体法研究，忽视程序法研究。
经济法作为一种突破传统法律部门的新型实体法现象，对程序法必然有所需求，如果失去程序法的支
撑，其实施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在经济法诉讼方面的研究，可以夯实经济法实体研究的根基，修正和完善经济法的若干传统理论，印
证“国家调节理论”关于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理念、价值、原则和体系等论述的科学性。
在实践上，本选题的研究可以使市场规制、国家投资经营、宏观调控等领域中的新型经济冲突能够获
得司法程序保障，克服和弥补传统诉讼在解决经济法冲突方面所存在的固有缺陷。
本选题共分六部分，力图系统深刻全面地论证经济法诉讼——公益经济诉讼的理论与制度体系。
    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诉讼体系的一般知识，诉讼体系是不断完善的历史发展结果，没有固定不变的
诉讼形态。
由于社会经济情况的发展变化，会不断出现新的诉讼类型。
公益经济诉讼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回顾和评判了以往经济（法）诉讼理论，同时认为“经济法诉讼”说、“公益诉讼”说和“独立经济
诉讼”说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以往的研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纠偏，将其中的合理部
分进行有机的结合升华。
剖析了现行诉讼制度在化解经济法纠纷方面存在的固有制度缺陷，反思了原来的经济审判实践出现的
严重错位现象，提出非常有必要构建与经济法实体精神、原则、宗旨和体系保持高度吻合性的公益经
济诉讼理论和制度体系。
    第二部分从诉讼尤其是公益诉讼的基本原理入手，提出了公益经济诉讼的内涵：任何组织和公民都
可以根据经济法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规范，侵犯国家和社会经济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
按照法定程序在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由专业法官主持的，依法追究违法者法律责
任的司法活动。
分析了公益经济诉讼的客观诉讼属性、诉讼主体多元化、诉讼规则特别化、制裁手段一体化等主要特
征。
结合经济法“三三”理论，提炼出了公益经济诉讼的主要类型：反垄断公益诉讼、消费者公益诉讼、
政府采购公益诉讼、纳税人诉讼、保护国有资产的公益诉讼和宏观调控公益诉讼等。
比较分析了公益经济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关系。
    第三部分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经济法与公益经济诉讼的契合性、经济民主宪政、司法能动性
和经济法可诉性的基本要求等方面，论证公益经济诉讼独立存在的理由。
为了使实体法通过诉讼中每一案件的处理得到实现，程序结构一般是按适用实体法以及体现实体性正
义的要求来加以设计和构成的。
不同性质和特点的冲突赋予了适应冲突解决要求的诉讼以不同的个性特色，这些个性特色能够超出各
类诉讼在逻辑和方式上的共通规律，决定各类诉讼自成一体的独立价值。
公益经济诉讼就是实现经济法的独特司法程序。
    第四部分从目的与原则、当事人适格理论、诉权理论、诉的利益理论和举证责任理论等方面，论证
了公益经济诉讼理论体系的创新。
这些都是经济法对诉讼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公益经济诉讼区别于其他传统诉讼的重要标志。
诉讼理论是相对诉讼制度而言的，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对于具体制度的设计和操作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
一系列有机的诉讼理论就形成一定诉讼理论体系。
特定的诉讼类型具有特定的诉讼理论体系，也是一种诉讼区别于其他诉讼的基本标志之一，公益经济
诉讼也不例外。
    第五部分从原告制度、受案范围制度、管辖制度、诉讼费用制度、激励约束制度、审判机构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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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等方面，论证了公益经济诉讼制度体系的创新。
具体的程序制度设计如果与实体价值目标相背离，则该程序本身即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公益经济诉讼制度体系的构建始终要与经济法实体要求保持高度的一致。
公益经济诉讼原告资格比较广泛化，包括任何个体、社会团体和国家特设机关。
公益经济诉讼的受案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应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体包括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法纠
纷、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法纠纷、国家投资经营中的经济法纠纷。
同时公益经济诉讼在管辖制度、诉讼费用制度、激励约束制度、审判机构与程序制度等方面也具有特
殊性。
    第六部分得出结论：公益经济诉讼是经济法独特的司法程序。
在国家调节经济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经济法纠纷，而这类纠纷大多涉及社会整体利益，涉及广大
民众的利益，其性质既不同于民事纠纷，也不同于行政纠纷。
依照传统诉讼理念和司法制度是很难或者无法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予以解决的，从而在纠纷解决的社
会机制方面形成了相当大的真空地带，使得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司法保护。
而公益经济诉讼能够弥补这种缺陷，从而成为解决这种纠纷的有效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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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颜运秋，男，1968年9月出生，湖南攸县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仲裁法学研究会理事、广东公益诉讼网学术委员会
特聘专家。
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诉讼法学、公益诉讼。
先后主持国家与湖南省课题研究3项，发表论文100余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复印转载多
篇。
出版学术专著《公益诉讼理念研究》、《社会经济法与公益经济诉讼》、《公益经济诉讼：经济法诉
讼体系的构建》、《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等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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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益经济诉讼理论体系的更新  一、公益经济诉讼的目的与原则  二、公益经济诉讼的当事人适
格理论  三、公益经济诉讼的诉权理论  四、公益经济诉讼的诉的利益理论  五、公益经济诉讼的举证责
任理论  六、本章小结第五章  公益经济诉讼制度体系的构建  一、公益经济诉讼的原告制度  二、公益
经济诉讼的受案范围制度  三、公益经济诉讼的管辖制度  四、公益经济诉讼的诉讼费用制度  五、公益
经济诉讼的激励约束制度  六、公益经济诉讼的审判机构与程序制度  七、本章小结第六章  结论：公益
经济诉讼是经济法独特的司法程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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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对以往经济诉讼理论与实践的评判　　研究的视野一般是从宏观的大背景不断地缩小到
研究的聚焦点，从而使对主题的探究步步深入细化。
在研究经济法诉讼体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系统、体系、法律体系、诉讼体系等一些基本知识有一定
的了解。
　　一、对诉讼体系的理解　　（一）系统、体系与法律体系　　在哲学领域，系统（System）是指
“由元素组成的有机整体”。
而所谓“元素”是按照一定标准分类的结果，是指事物的构成要素。
分类标准是元素内在联系的不同表现形式。
按照不同的标准，系统可以分为物质系统与思想系统、动态系统与静态系统、开放系统与封闭系统等
。
系统性是整个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在自然界存在，在社会领域同样存在。
哲学上有关系统性研究的系统论发展到法学上，形成了法理学的法制系统理论。
这是诉讼体系命题提出的理论背景。
体系的一般含义是“若干事务或者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
系统的一般含义是“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的关系组成的整体”。
可以看出，体系和系统的共同要旨是“部分”、“联系”和“整体”。
　　没有体系的东西就是杂乱无章的。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提出一整套连贯一致的变量说明体系，能够说明可在经验中观察到的大量事实，
即必须具有逻辑连贯性、系统性和经验可证伪性”。
事物的体系是指构成该事物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形成的有机的整体。
一个独立部门法应该有独立而完整的体系。
同样，法律体系是指“法的体系”，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以现行的和即将制定的法律规范
为基础，以宪法为龙头，由不同的法律部门组成的一个内容和谐一致、形式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
或者说，法律体系是指在宪法统率下，以各基本法为主要框架，由各种法律、法规共同组成的有机联
系的整体。
而且，整个诉讼理论和制度也应当具有逻辑连贯性、系统性，一种特定的诉讼形态也应该有独立而完
整的体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益经济诉讼>>

编辑推荐

　　〔对以往经济诉讼理论与实践的评判〕：对诉讼体系的理解，对以往经济（法）诉讼理论的评判
。
〔公益经济诉讼的概念分析〕：公益经济诉讼的概念和特征，公益经济诉讼的基本类型，〔公益经济
诉讼独立存在的理由〕经济法与公益经济诉讼的契合性，经济法可诉性的基本要求，〔公益经济诉讼
理论的体系的更新〕：公益经济诉论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公益经济诉讼的举证责任理论。
〔公益经济诉讼制度体系的构建〕：公益经济诉讼的管辖制度，公益经济诉论的审判程序与机构制度
，〔公益经济诉讼是经济法独特的司法程序〕。
　　《公益经济诉讼：经济法诉讼体系的构建》共分六部分，力图系统深刻全面地论证经济法诉讼—
—公益经济诉讼的理论与制度体系。
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诉讼体系的一般知识。
第二部分从诉讼尤其是公益诉讼的基本原理入手，提出了公益经济诉讼的内涵；分析了公益经济诉讼
的客观诉讼属性、诉讼主体多元化、诉讼规则特别化、制裁手段一体化等主要特征；结合经济法“三
三”理论，提炼出了公益经济诉讼的主要类型；比较分析了公益经济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
政诉讼的关系。
第三部分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经济法与公益经济诉讼的契合性、经济民主宪政、司法能动性和
经济法可诉性的基本要求等方面，论证公益经济诉讼独立存在的理由。
第四部分从目的与原则、当事人适格理论、诉权理论、诉的利益理论和举证责任理论等方面，论证了
公益经济诉讼理论体系的创新。
第五部分从原告制度、受案范围制度、管辖制度、诉讼费用制度、激励约束制度、审判机构与程序制
度等方面，论证了公益经济诉讼制度体系的创新。
第六部分得出结论：公益经济诉讼是经济法独特的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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