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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法是20世纪世界法律体系的两大创新之一。
它应运而生，与时俱进，具有政策性、现代性、回应性等特征，因而需要人们不懈地探究。
　　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书是自己教学科研的总结。
粗略算来，自1982年从事本科生、研究生教学至今，经济法学、经济法基础理论课程的讲授早已超过
百遍，真可谓“教书匠”了。
其中有收获，更有困惑。
本书就是在借鉴前人、前辈和同仁成果的基础上，整理自己的讲稿、论文，梳理多年的教学心得，综
合而成。
本书力求实现以下意图：　　1.本书内容围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展开。
多年的教学实践使笔者有所领悟，在1994年3月出版的《经济法概论》（肖乾刚、程宝山主编，中国商
业出版社）中，斗胆提出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和基石，调整对象不能反映经济法
的根本特质，并大篇幅详细地诠释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以“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实现经济协
调发展，规制经济运行中的行为”给经济法下定义，定义中根本不涉及调整对象。
这在当时国内是反传统的，是确实需要勇气的，笔者也正是在和教研室全体老师再三讨论切磋；并在
他们曲赞同，鼓励下才提出的。
后来，这种观点被学界同仁称为“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说”（见《中国经济法研究综述》，载于《法学
研究》，1995年第6期）。
接着，我们又就此进一步展开研究。
我们的学生刘红臻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经济法基石范畴论纲》，该论文曾提交1998年全国第六届经
济法研讨会，获得好评。
因此，本书一如既往，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法的立身之本，以此来处理经济法的内在基本矛
盾（即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对立耦合），揭示经济法的深层本质（即社会性和经济性的有机统一）
，完成对经济法的必然性（即产生发展规律）、应然性（即价值理念）和实然性（即规则制度安排）
的整套逻辑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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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借鉴前人与同仁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多年教学实践与科研成果，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作为
经济法基石，全面、详细阐述了经济法的历史沿革，经济法诸说及其根源，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本质
特征、价值功能、权利责任、基本原则、法域定位、发展趋势以及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等，并着力探
讨了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基本范畴，特别是贯通经济法的规律、制度、范畴和政府经济协调
行为。
本书针对传统理论或现行观点，诸如“划分法律部门的根本标准是调整对象”、“经济法是国家干预
经济之法”、“需要干预的经济关系包括宏观调整和市场管理关系”等，均提出了不同的甚至独特的
见解。
同时，本书在体例安排和内容设置上，注重了经济法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以期供研究生、本科生研习
使用，也供从事经济管理和经营的人员学习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基础理论精要>>

作者简介

程宝山，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经济法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河南省委讲师团教授、河南郑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郑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1993年入选司法部《中华名律师》，1999年代表郑州大学参加河南省首届高校教学技能大赛获二等奖
。
出版《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独著)、《经济法概论》(主编)、《经济法学》(主编)、《中外经济合作
法律实务》(副主编)、《民事诉讼法通论》(合著)等著作10余部；发表《合同法的地位和原则》、《
我国律师涉外业务活动的基本原则》、《王海现象的法律思考》、《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启示》、《
中国经济法规体系初探》等论文40余篇。
专业方向为经济法、合同法，侧重于基本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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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经济法历史沿革  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立法    （一）奴隶制国家的经济立法    （二）封
建制国家的经济立法    （三）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法律规范的特征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法    （一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立法    （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法    （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法的
特征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法    （一）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法的产生    （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法的
主要内容    （三）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法的特征  四、中国经济法    （一）改革前的经济立法    （二）改
革后的经济立法    （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特征  五、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基础、条件和规律    （一
）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基础    （二）经济法产生的一般条件    （三）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二章  
经济法学说及其根源  一、经济法学说起源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学流派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
济法学流派  四、中国的经济法学流派第三章  经济法基本属性  一、经济法的定义、调整范围和体系构
成  二、经济法的本质和特征  三、经济法的价值、功能和任务  四、经济法的调整方法  ⋯⋯第四章  经
济法基本原则第五章  经济法律关系第六章  政府经济协调行为第七章  经济法基本制度第八章  经济法
责任第九章  经济法发展趋势第十章  经济法学研究方法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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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调整期的经济法学说　　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实际上为经济法学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
经济法学界开始重新调整、审视、修正其盛行的理论学说。
同时“大经济法”学派观点进入调整修正阶段。
《民法通则》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
法久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而《关于的说明》则进一步指出：“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即横向的财产、经济
关系。
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等纵向经济关系或者行政管理关系，不是平等主体
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由经济法、行政法调整，民法基本上不作规定。
”至此，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得以确立，民法学界与经济法学界之间否定论与肯定论之争在立
法上得以平息。
此外，民法对横向经济关系调整的确定，则宣告了纵横统一论在立法上的再次挫败，使其不得不根据
情势做出某种修正，放弃对（某些）横向经济关系的调整。
所谓经济法学的调整期，实质上主要是纵横统一论的调整期。
此后，一方面。
一些纵横统一论者根据《民法通则》的精神，转向纵向经济关系论，另一部分则仍坚持经济法对横向
经济关系的调整，只是范围有所缩减：自此，经济法学界的争论转为修正形态的纵横统一论与纵向经
济法论之间关于经济法调整范围的争论。
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法也涉猎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且当时的经济管理关系仍体现强烈的行政隶属性
，所以，又使得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冲突益愈激化和表面化。
在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冲突碰撞中，经济法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这时期的经济法学说主要有；作为纵横统一论修正形态的密切联系论和管理一协作论、经济行政
法论、经济管理法论以及新推出的企业经营管理说。
　　1）管理一协作论和密切联系论　　代表者：杨紫烜，刘文华，陶和谦。
管理一协作论认为：“中国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调整对象是“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
所谓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是指人们在经济管理协作过程中所发生的物质利益关系。
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又分别有宏观、微观之分，即二分为四；而无论宏观和微观又有国内国
外之别，即四分为八。
　　密切联系论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
法律规范的总称。
”并指出：“经济管理关系是指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物质利益关系，包括国民经济管理关系和经
济组织内部的经济管理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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