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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流通自由
三、服务流通自由
四、开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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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保护作为宪法的主要要求之一
二、关于把环境保护写入《基本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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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环境保护与欧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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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家辅助性作用原则与《基本法》
一、国家辅助性作用原则的意义
二、辅助性原则的宪法地位和立法实践
第二节 辅助性原则与欧共体
第十三章 与经济行政有关的政府职权、议会职权和行
政管理职权
第一节 与经济行政法有关的联邦政府和联邦部长
的职权
一、联邦政府作为经济政策的承担者
二、政府的信息和舆论工作
第二节 州政府和州级厅局的经济行政职权
第三节 欧洲议会的经济行政职权
第四节 行政部门的经济行政职权
一、联邦共和国的行政职权
二、共同体自身的行政管理
第十四章 联邦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
第一节《基本法》中联邦银行的经济行政地位
一、《基本法》第88条的一般调整内容
二、关于联邦银行的宪法独立性
第二节 欧洲中央银行与欧洲货币总署
第十五章 与经济行政有密切关系的立法管辖权与司法
管辖权
第一节 立法管辖权
一、国家立法管辖
二、州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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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颁布条例和章程的职权
四、欧共体的立法权
五、立法和行政规定
六、立法和废除法律进行反向调整
第二节 司法权
一、经济行政上的法律保护作为法治国家的最
高目标
二、德国经济行政法的法律保护
三、共同体的法律保护
第十六章 经济行政法适用的地域范围
第一节 地域范围的经济因素
第二节 地域范围作为领土主权原则的表现
第三节 国家领土与经济区域
一、经济区域的表现形式及其调整
二、按照主权区划分经济区域
第四节 对外经济宪法法规
一、与外国经济区域的经济往来
二、关税联盟与自由贸易区
第五节 共同体区域――内部市场与欧洲经济区
一、没有内部边界的区域
二、欧洲经济区
三、欧洲协定
第六节 其他区域性经济联盟与世界经济协定
一、世界经济的区域化趋势
二、利用海域的全球法律制度
三、多边贸易协定――关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
易组织
四、经济联盟和经济组织
五、关于是否准许贸易壁垒的问题
第十七章 经济行政法对人的效力与时间效力
第一节 经济行政法对人的效力
第二节 经济行政法的时间效力
第十八章 基本权利的一般经济意义
第一节 经济作为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法律制度的
表现
第二节 经济基本权利与文献
第三节 基本权利一般提法的经济意义
一、基本权利在主观权利方面的经济内容
二、基本权利在客观权利方面的经济内容
第四节 经济基本权利与共同体法及其他条约
一、经济基本权利与共同体法
二、经济基本权利与双边或多边条约
第十九章 经济上实现自我的自由、生存与健康保护
第一节 经济上实现自我的自由
（《基本法》第2条第1款）
一、《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基本自由或
曰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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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自由的表现形式
三、对经济自由的限定
第二节 外国人的职业自由
一、欧共体和欧洲经济区公民的职业自由
二、对外国人的职业限制
第三节 经济行政法中对生命权与健康权的保护
（〈基本法》第2条第2款）
第二十章 经济联合与协作自由（〈基本法》第9条）
第一节 经济联合自由
一、概念
二、保护范围
第二节 协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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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作自由的保护范围
第二十一章 职业自由与工作区域保护
第一节 职业自由的人员保护范围
第二节 职业自由的实际保护范围
一、宪法意义上的职业概念
二、职业活动的表现形式
三、要求劳动的权利并不存在
四、保护企业是国家的义务
五、职业自由与竞争
第三节 对职业自由的限制
一、法律保留权
二、职业自由作为统一的基本权利
三、择业与从业
四、三级理论与按比例原则
五、各个等级
六、国家和地方垄断及国家和地方职业
七、实际职业限制
第四节 职业自由、工作区域保护与迁徒自由
一、工作区域保护作为职业自由的区域成分
二、实际保护范围与界限
三、职业自由与迁徒自由
第二十二章 财产所有权与国有化
第一节 财产所有权的概念和意义
一、所有权制度对人的效力与空间效力
二、《基本法》第14条第1款作为对劳动就业者
的保护
三、财产所有权的概念
第二节 经济所有权的表现形式
一、私法上的所有权
二、公法上的所有权地位
三、纳税义务与所有权保护
第三节 所有权保护范围
一、传统的社会义务
二、生态义务与民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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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权权利内容之间的联系与征用
第四节 所有权保护与国有化
第二十三章 经济活动与平等原则
第一节 平等原则的意义及其适用范围
第二节 特别平等原则
一、男女平等原则
二、绝对禁止歧视待遇
第三节 一般平等原则
一、一般平等原则的要求
二、平等原则与立法者
三、平等原则与行政管理
第二十四章 私人经济自由与纳税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
第一节 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与政府的任务
一、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形式
二、预先建立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基础与获取生活
必需品的自我经济活动
第二节 纯赢利活动
一、《关贸总协定》与共同体法
二、《基本法》与州宪法
三、赢利性活动与基本经济权利
四、商业活动与纳税制国家
第三编 经济行政法概论
第二十五章 关于经济行政任务的意义与体系
第一节 经济行政任务作为共同体法和宪法的具体
化
第二节 任务标准与职权标准
第三节 经济行政的一般任务与特殊任务
第二十六章 经济基础设施
第一节 共同体和国家对经济基础设施的责任
第二节 经济基础设施与竞争
第三节 对与经济关系密切的法律框架条件的
要求
第二十七章 经济信息
第一节 经济信息作为经济行政的基石
第二节 经济信息作为共同体和国家任务
一、关于经济信息的要求
二、经济信息这一任务的法律基础
三、关于经济信息这一任务的法律具体化
四、经济信息与提供信息的经济行政行为
第三节 经济信息的自我责任
一、信息权利与信息义务
二、市场经济与自我管理信息系统
第二十八章 经济计划
第一节 经济计划――共同体与国家的任务
第二节 经济计划的表现形式
一、计划的分类
二、总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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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计划
四、财政计划与预算
第三节 经济计划与私人经济主体
一、与私人经济主体的合作
二、根据经济计划提出的请求
第二十九章 经济监督
第一节 经济监督作为防御危险和预防危险的任务
一、经济监督的意义和对象
二、经济监督与经济监视
三、防御危险与预防危险
第二节 经济监督保护的财产
第三节 经济监督的方法
一、对接爱经济行为进行监督
二、对经济行为的实施进行监督
三、对终止经济行为实行监督
四、对违反义务的制裁
五、经济监督和关照企业主
第四节 国家经济监督与企业主自我负责
一、经济监督与合作原则
二、通过私人完成经济监督任务
三、企业主的自我监督与自我限制
第三十章 经济指导
第一节 经济指导是共同体和国家的任务
一、经济指导的对象和作用
二、经济指导这一共同体和国家任务的法律基础
三、经济指导与公共政策观念
第二节 指导措施的分类
第三节 经济指导措施
一、干预性经济指导
二、影响性经济指导
第三十一章 经济促进
第一节 经济促进作为共同体和国家的任务
一、经济促进的对象和范围
二、经济促进这一共同体和国家任务的法律基础
三、经济促进的公共政策与经济原则的内容
第二节 促进措施的分类
第三节 给付性经济促进
一、提供支付款项的经济援助
二、不增加负担的经济促进
第四节 影响性经济援助
第五节 利用经济促进进行犯罪的问题
第三十二章 公法经济行政行为与私法经济行政行为
第一节 选择自由原则与限度
第二节 二级经济行政法关系与混合经济行政法关
系
第三十三章 经济行政约束与自由
第一节 私法行为中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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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经济行政约束与自由空间的问题
二、共同体法和宪法上的约束
三、单一法律约束
第二节 公法行为中的约束与自由裁量
一、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与自由裁量空间
二、经济参与者的请求权与经济行政机关的裁量
三、经济参与者的义务
第三十四章 经济行政公文
第一节 行为方式体系中的经济行政行为
第二节 经济行政公文的概念和体系
一、经济行政公文的特征
二、经济行政公文与共同体法
三、经济行政公文的分类
第三节 经济行政审批
一、实物审批和人员审批
二、经济行政程序
三、经济行政公文的合法性
四、正规的分级审查
五、审批实践与经济的要求
六、附加规定
第四节 经济行政公文的取消与废除
第五节 经济行政的附属性与合法化
第三十五章 经济行政许可
第三十六章 经济行政合同
第三十七章 非要式经济行政行为
第三十八章 经济行政法意义上的计划
第三十九章 国家的、共同体的和国际的经济行政
第一节 经济行政的承担者与行政部门的多样性
第二节 联邦和州经济行政机构
第三节 公共企业与基金
第四节 由法人团体履行的国家间接经济行政任务
第五节 经济行政组织与欧洲共同体
第六节 国际经济行政组织
第四十章 由私人参与的经济行政
第四十一章 私法组织的经济行政管理与私有化
第四十二章 社区经济行政
第四十三章 经济自治
第一节 关于自治的概念
第二节 经济自治与类似表现形式的区分
第三节 经济自治作用范围与任务范围
第四节 自治目的与强制联合
第五节 经济自治的组织形式
一、社团作为基本类型
二、手工业的组织形式
三、农业协会组织
四、私法组织的形式与合作
五、经济自治的最高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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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经济联合会对经济行政管理的参与
第一节 经济联合会的概念及其任务范围
第二节 经济联合会的参与权和参加权
第三节 非正式的影响和减轻国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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