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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经近3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的法学研究渐进地到了自觉反思的阶段。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深度的热门话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讲，具有其历史必
然性。
经济法自然亦未能置身事外。
对经济法这个法律部门和经济法学这个学科的反思，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法基础理论部分：经济法是什
么？
经济法对法制而言是必需的么？
经济法学对法学的贡献应该是什么？
研究经济法的方法和路径是什么？
经济法学界内部的分歧已然清晰凸现。
    在回顾与反思的大背景下，我们着手对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至今近30年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文
献进行了整理。
    关于学术文献的整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汇编式，将相关文献完整地或者摘要地依主题分别归
类；二是综述式，将相关文献内容另行概括归纳。
本书虽属前者，但非简单地罗列文献，而为文献辑要，即有文献的选择、学术归纳的过程。
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文献辑要，应该具有如下特点：全面、权威、便捷、启发。
“全面”，即应尽可能“穷尽”本领域内的既有文献；“权威”，即尽可能避免遗漏代表性文献和观
点；“便捷”，即以一种有包容力的逻辑架构使读者迅捷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学术观点；“启发”，
即文献辑要是在尽可能理解学术文献的基础上影射甚或浓缩学科发展的路径和历史，揭示出原本掩盖
在纷繁的文献下的学科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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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回顾、反思与经济法学的成熟与繁荣第一章　经济法的起源论  第一节  “经济法”一词的缘起  第
二节  经济法产生的时间  第三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的起源和发展    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
法产生的背景和条件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程  第四节　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
产生与发展  第五节  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一、中国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二、中国
经济法（学）的前景展望  本章论文索引第二章　经济法的本体论  第一节  经济法的概念    一、经济法
概念确定的意义    二、经济法概念的定义标准    三、经济法概念的国外诸说    四、经济法概念的国内
诸说    五、对经济法概念之争的评论  第二节  经济法的本质    一、经济法的本质是阶级性    二、经济法
的本质是社会性或称社会公共性    三、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经济之法    四、综合本质：阶级性、社会
性、协调经济性    五、其他理解  第三节　经济法的特征  第四节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调整对象在
经济法研究中的定位    二、有关调整对象的代表性观点    三、有关经济法调整对象诸观点的梳理与评
论  第五节  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及与其他法律之关系    一、经济法独立地位肯定说    二、经济法独立地
位否定说    三、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四、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    五、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六
、经济法与其他法的关系  本章论文索引第三章　经济法的体系论  第一节  经济法范畴    一、经济法范
畴的产生及其在经济法发展中的意义    二、经济法范畴的种类及内容  第二节  经济法的体系    一、经
济法体系的概念    二、经济法体系    三、经济法学体系  本章论文索引第四章　经济法的价值论  第一
节  经济法的价值  第二节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标准和方法    二、经济法基
本原则的内容  第三节  经济法的功能和作用    本章论文索引第五章　经济法的运行论  第一节  经济法
的立法    一、经济法立法概述    二、经济法的立法模式　⋯⋯第六章　经济法的方法论附录
　1978-2008年经济法总论书目索引：教材、文集、论丛、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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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商业关系向商事关系的演变孕育了民商关系对权力干预的寄托　　随着商业关系的范围和主
义不断拓展，商业关系出现了由个体向群体发展的趋势，具体日渐被抽象打破，⋯⋯商事关系的发展
，必然存在的是商事主体的复杂性、难以明辨性和交易的多环节性，识别当事人动机真实性与合法性
的直接机会相对减少，行为的自我把握愈为困难，商事关系所隐含的投机性相应增大，利害损害的不
特定性、广泛性与弥散性扩大，对商行为与商事关系的监控难度越来越大，以往民事关系中的当事人
自我监控机制运用于商事关系终于发现的局限，因此，除当事人的自我监控外，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在
急切寻求某种中介力与约束力的社会机构或国家机构来从社会或国家的另一个视角监控商事关系。
充当商事关系的保护人，这也就是为社会力与国家力介入和渗透民商关系领域提供了前提与借口⋯⋯
　　二、民商关系的法律保护成本增加产生了对经济法的生成渴求民商关系的正面发展并不能反映其
负面效应的消除，⋯⋯用何种规则与方法控制和调整不正当竞争行为，传统民商法所使用的是侵权行
为规则，尽管个别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表现为对某个权力主体竞争权力的侵犯，通过侵权损害赔偿使权
力主体的权力可以得到弥补，但由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对象的广泛性与不特定性的客观存在，各债
的追诉是的当事人自我保护的成本增加，而建立一个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查处的公共机构，则可以
降低竞争秩序的保护成本。
反不正当竞争法正是在这汇总前提下产生的，多数国家常设性的竞争监督机构也由此而建立。
这一方面反映了传统民商法规则对违反民商法价值准则行为进行调整所暴露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民商关系的发展决定了民商关系的调整不可能为传统民商法所垄断，而由此会产生一些新的法律
部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商关系演变与发展所显现的三个特点：　　（1）对权力的依赖：体现为民商
主体自我控制不能条件下对外力的寄托；　　（2）权利机制的借用：私权力的分配有绝对自主走向
相对制衡；　　（3）私权力的部分限制：垄断与限制竞争自由的限制与剥夺。
　　这三个特点的形成反映出了权力与民商关系的接轨，也孕育了经济法的产生。
⋯⋯　　——单飞跃：《经济法学》，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5页　　经济法在西
方国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首先是由于产生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
件。
　　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要求国家予以保护和
支持；第二，为着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国家也必须加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干预及参与。
政府与企业虽然在名义上是分开的，但它们之间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政府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资本，而垄断资本的政治后台是政府，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演变成了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
　　⋯⋯运用国家力量维护垄断资本的整体利益，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法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条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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