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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风霁月，金秋和韵。
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庆贺这部名为《海阔天高——中国经济法（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书稿的
问世。
它的作者，有经济法学界的先行者、开拓者，亦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青年一代。
它的内容，或回顾自己的经济法学术历程，或概括自己的经济法学术成果。
客观的描述，朴实的文字，认真的思考，殷切的期望。
报国之心，创新之见，跃然字里行间。
真可谓：群英论剑高招出，后生起舞初长成。
为纪念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光辉发展历程和规律性的经验，中国法学会经
济法学研究会精心组织了两项工作：一是依靠集体之力，编写《中国经济法30年发展报告》、《中国
经济法学30年发展报告》，以此体现共识；同时又发挥各人之长，编写《海阔天高——中国经济法（
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部学术小传，以此展现个性。
共识与个性相映生辉，显示出当代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风采。
新生的事物充满着生命力。
30年来，作为新兴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和作为新兴法学学科的经济法学，应运而生，与时俱进，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2008年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法
治建设》白皮书中，经济法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确认。
今天，我们还用得着再去进行那些不必要的学术门户之争吗？
我们的心思应当放在解决中国经济生活的实际法律问题上。
新生的事物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幼稚、存在不足，甚至走些弯路。
然而人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的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已经从“山重水复疑无路”，进入到“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境地了。
今天，我们还用得着再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前景忧心忡忡吗？
我们的精力应当投入经济法的理论构建和制度设计的创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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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生的事物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幼稚、存在不足，甚至走些弯路。
然而人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的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已经从“山重水复疑无路”，进入到“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境地了。
经济法学界的共识正在逐步地深化。
本书为“中国经济法（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辑，书中收录了我的经济法研究历程、“纵横统
一论”与“系统经济法论”、我的经济法理论研究摘要、我与中国反垄断立法与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
同步成长、我的经济法心路等众多关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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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经济法之歌（代序）经济法学术之路——访王先林教授为发展经济法学科而探索法意探寻：一位经济
法学人的求索之旅——王肃元教授经济法学术观点综述从民法到经济法之路探寻现代经济法的真谛待
到法花烂漫时我在丛中笑经济法的身份性——卢代富教授对经济法的思考中国经济法的法律经济学研
究范式探索——朱崇实经济法学思想管窥财税金融法学领域的探索历程经济立法催生了中国经济法经
济法本源论——刘文华教授采访记学术奇葩“李三农”——记“三农”问题、经济法学研究专家李长
健教授以人本主义为视域对经济法真谛的探求可持续发展语境下的经济法经济法之原创性——芮沐先
生经济法学术思想心得学习、研究经济法的一点体会面对问题：谁和谁去面对？
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做一份贡献——30年来的主要工作和“国家协调论”的主要观点学者型官
员　研法献毕生——记仲裁法、反垄断法学家吴炯教授的学术业绩中国经济法学的杰出开拓者——一
记徐杰教授在经济法学领域继往开来从学法学、教哲学到从事经济法学研究我的学术历程经济法的外
部性理论选择与追求：用科学和理性探寻经济法的真谛从事经济法教学科研之回顾和而不同独辟蹊径
——陶广峰教授经济法学术思想调整对象理论的局限性与思维转换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法价值的理解
社会主义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法理论的研究及其发展经济法理论初创
——记潘念之先生对创建中国经济法理论体系的贡献——记潘静成先生一位青年学者的金融法学术观
点近年经济法学思考片论特稿：中国经济法学：共识与个性相映生辉——2008年经济法学年会小结第
二辑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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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法学术之路——访王先林教授作为王先林教授的博士生，我尝试对王老师主要的学术历程和学术
贡献作一客观简介。
一、学术历程王先林老师1965年出生于安徽霍山。
1983年考入安徽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本科，1987年大学毕业时被评为“优秀毕业生”，并被免试推荐
为经济法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时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1998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01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2002年5月～2004年5月王老师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1996年下半年赴美国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学习交流知识产权法。
2007年9月起作为“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一年。
1993年王老师被定为讲师，1995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再次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2003年被选聘为安徽省“皖江学者计划”首批讲席教授。
曾担任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
经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学法律评论》主编。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曙光学者”。
王老师入选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库，还兼任国家商务部WTO贸易与竞争政策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务
院法制办公室反垄断法审查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经济
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法学会理事、安徽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华侨大学兼职教授。
二、学术观点王先林老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
他对竞争法的研究比较全面，涉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各主要领域（如竞争法的基本原理和
我国竞争法体系的协调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反垄断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体制度等）
。
其中，最能体现王老师研究的特色和优势的是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交叉领域。
当王老师将博士学位论文定为《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研究》时，国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他是国内首先研究此问题并写成专著的学者。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王老师写作出版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一一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问题研究
》（2001年9月第1版，2008年9月第2版）。
该书初版问世以来在学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出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脱销并保持了
较高的被引用率。
王老师认为，知识产权在形式、微观和静态上表现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权，但在本质、宏观和动态上体
现为对竞争的促进。
知识产权与竞争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决定了知识产权在竞争法上地位的特殊性，并且需要从反不正当
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两个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为知识产权提供补充或者兜底的保护，保护知识产权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传统的和
基本的任务。
反垄断法则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规制知识产权滥用是反垄断法新兴的和敏感的领域。
这样，知识产权与竞争及竞争法的联系，不仅有一个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反垄断
法上的问题；反垄断法不应对知识产权作一般性除外规定，而应作具体的分析和科学、细致的界定，
在保护和鼓励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行为的同时，控制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
这样，在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即将到来的条件下，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
不仅要依法保护外国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尤其是知识产权），而且还要依法制约其行使权力的行为，
以对其可能滥用权利的行为加以必要的控制，维护我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权益。
王老师认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权，本来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
然而，知识产权这种独占权往往会使得其拥有者在某一特定市场上形成垄断或者支配地位，限制了该
市场的竞争，尤其是在某些情况下拥有知识产权的人可能会滥用其依法获得的独占权，通过知识产权
的不正当行使非法限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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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保障市场公平交易的竞争秩序，有的是知识产权法律机制本身能够解决的
，即通过知识产权法自身的权利限制规范来解决，有的则需要与其他法律（尤其是反垄断法）的机制
结合起来加以解决。
在一些国家，一方面法律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合法或者正当行使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的例外或者豁免行
为，另一方面法律又专门规定某些应予禁止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竞争行为，并纳入反垄断法中加以
规制。
尽管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在我国目前还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突出，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科技进步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这类行为在我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表现。
事实上，一些知识产权所有人（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滥用其知识产权的行为也时有发
生，微软等跨国公司利用其知识产权（主要是软件著作权）在我国损害消费者、不正当挤压同行的行
为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对这些行为如不加以有效的控制，就有形成“知识霸权”的危险。
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积极作用，实现竞争要求所代表的是更广泛更重大的社会利益，
我国在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也应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加以适当的控制，尤其是反垄断法
的控制。
王老师对WTO竞争政策以及在“人世”背景下制定我国反垄断法的基本问题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
这些问题包括从制定依据到具体制度、从实体到程序的主要方面。
其主要观点是，竞争政策与WTO的基本原则具有一致性，在WTO框架下寻求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有
其必要性，但涉及的问题比较敏感，我国应高度重视，谨慎应对；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
程中制定反垄断法很有必要，而这在“人世”后就显得尤为紧迫；现行的国际反倾销制度已在很大程
度上被滥用作实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需要以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精神加以调整；我国在制定
反垄断法时，其基本实体制度和实施制度需要结合WTO的要求和我国的国情，科学合理地加以规定。
他将WTO竞争规则的要求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并较深入地分析了我国
制定反垄断法中必然会面对的一系列关键的或者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关于行政性垄断问题、结构规制
问题、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与域外适用问题等。
此外，王老师还对市场管理法的基本理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业政策法、计划法等经济法基本问
题进行了研究，并且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出版了学术著作。
三、学术成果王先林老师至今已出版独著、合著1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主要著作有：《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初版
、2008年修订版）、《WTO竞争政策与中国反垄断立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知识产权
滥用及其法律规制》（王先林等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论》（主编
）、《大学法律教程》（主编）、《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合著）、《香港知识产权法》（合著）
等。
先后在《中国法学》（中、英文版）、《中外法学》、《法学家》、《政法论坛》、《法学评论》、
《法学》、《法商研究》、《法律科学》、《武汉大学学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华东政法
大学学报》、《知识产权》、《中国版权》、《电子知识产权》、《科技与法律》、《法学杂志》、
《中国改革》、《中国软科学》、《中国行政管理》、《中国工商管理研究》以及《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法制日报》、《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并有多篇论文被《新华
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系列等报刊转载。
王老师有10多项成果在省级和全国性评奖中获奖，包括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著作类
和论文类各1项，2006年）、二等奖（2001年），第六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二等奖（2007年），
第十五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三等奖（2008年），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青年优秀论文
一等奖（1997年）、二等奖（1999年），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首届（1999～2004年）“红棉杯
”知识产权优秀著作奖，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4年），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三等奖2次（1998年与2000年）和“纪念《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十周年”有奖征文专家学者特别
奖（200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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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安徽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成果奖和建国奖教金。
2000年被授予“安徽大学十大杰出青年”称号，2002年获第三届全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2004年被国家教育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05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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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继编辑完“中国经济法学人学术小传”第一辑之后，又紧接着再发催稿函，现第二辑稿件大部分已收
到。
非常感谢中国经济法学界各位同仁对本学术小传编辑工作的关切！
非常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和郑少华教授、李清伟教授等的大力支持！
对编辑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以利今后改进。
遗憾的是，因故尚有少量文稿未能寄至编辑部，那就只好“且听下回分解”了。
异彩纷呈，满眼生机；为经济领航，为法治生辉——这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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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阔天高:中国经济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2辑)》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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